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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随着心血管类疾病的增加，我国的医疗

服务机制也越来越完善。再加上，随着患者的要求越来

越高，为了满足其临床护理的要求，保证心内科护理的

有效性，需要分析其中的常见问题，积极与患者之间建

立更好的护患关系，强化护理人员的学习能力，为日后

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人才支持。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32 名的护理人员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其学

历为：中专 8 名，大专 24 名，本科 5 名。

2. 方法

选择问卷调查法，对护理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且

还要调查表共计药物护理、物品管理、护理人员专业素

质和病理因素等。

二、讨论

1. 问题

（1）护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现阶段，一些护

士缺乏责任心，没有结合护理中的具体标准，规范自身

的护理操作，并且交接班与巡房也不够及时。在具体的

护理中，并不可以严格结合医嘱进行有效护理，这会增

加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再加上，一些医护人员的素

质水平不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薄弱，这会导致护患纠纷

的发生。

（2）用药的不规范。由于心内科患者的病情严重，

再加上临床上护士的年龄小，年资比较低，一些专科医

生在开展护理工作时，缺乏经验，导致实际专科技术操

作，并不是非常熟练。在的现有的时间中，并不能完全

与及时掌握新的护理理论与新技术，这会影响护理的有

效性。对于危重患者，在床头交接班时，比较仓促，并

且“三查十对”的执行也不够仔细，一级护理没有严格

按规定巡视，这会影响药物匹配的合理性。再加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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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易出现漏服、错服和药量不当等问题，患者在药物

服用后，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会出现多种药物不良

反应，影响临床治疗的安全性。

（3）管理因素。现有的心内科护理管理制度并不合

理，再加上管理人员经验不足，在工作中的护理理论不

足。尤其是在对医疗器械和设施等重要设备进行管理时，

缺乏统一性，所引发的不良事件多。

2. 措施

（1）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患者的综合能力。为了进

一步提高心内科护理的效果，要对护理人员进行更加专

业的技能培训，加大法律与安全教育的力度，为其提供

更多的学习机会。通过积极开展技能评比和业务考核等

工作，督促医护人员自身提高专业水平，强化自身的应

急能力。此外，还可以列举一些典型的事例，提高法律

意识，保证护理的安全性，一定要严格结合具体的制度，

以及护理规程，实现对心内科患者的综合性干预，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疾病的预后。

当然，还要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的应急能力，加强与

患者之间的积极沟通，并且在就岗的时候，需要结合护

理的培训方案，以及科室特点，制订更加完善的岗前培

训方案，结合条例与规章，逐项对其进行培训与考核，

加大对护理急救知识的学习力度，掌握心内科护理中的

重点技术。通过对患者具体病情的分析与讨论，进行自

主性学习与思考。其次，要注意对预见性护理程序的应

用，保证临床护理的有效性。当然，还要时刻尊重患者

的知情同意权，观察他们的微小病情变化，积极参加医

院实训，不断增强应急能力，在患者的角度出发，更加

尊重与理解患者，实现对意外情况的有效处理。

（2）实现对用药环节的全方位管理。对于医院的各

项制度，一定要严格执行，对于心内科患者在不同时刻

所服用的药物，需要及时送到，并且医护人员还要指导

患者正确服药。若患者的抵抗情绪严重，服药依从性差，

一定要为其积极讲解有关药物的具体知识。对于已经出

院的患者，需要告知病人的具体用药方法，若富含特别

药液，要进行批注，一定要禁止患者暗里，随机对输液

的速度等进行盲目调整。在护理中，需要定期对病房进

行巡查，若出现问题，需要及时与主治医生之间积极联

系，实现有效处理。

（3）规范护理流程，健全护理体系。确保各项规章

制度在心内科护理中的有效落实，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了解自己职责。心内科室在开展各项工作时，要设置质

量监控机制，建设护理小组，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对此类患者进行护理，不断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进行

规范护理，从而不断提高护士的护理能力，强化风险防

范意识。此外，医护护理人员也要强化自身素质，提高

专业技能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临床护理效果。

（4）风险管理。由于心内科患者中，主要以中老年

人为主，并且病情的发病快，这会影响临床治疗的安全

性。当前，医疗安全已经成为心内科护理中的重点，为

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已经成为护患双方共同目标。

由于医院在开展护理工作时，需要足够的医护人员，

这就需要提高心内科护理的效果，要结合各项规章制度，

强化临床护理效果，加强对不同专业技能的深入学习，

加强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此外，在室内，或者是患者

经常出入场所，要确保光线充足，并且还要重视对不同

照明装置的合理设置，时刻保持病室内与卫生间地面的

干燥性。同时，对工作中的常见风险因素进行整合，然

后寻求有效的防范对策，在降低风险发生率的同时，保

证护理的安全性。

（5）完善护理管理机制。对于患者集中，工作量大

这种情况，要注意对弹性排班制度的应用，适当增加晚

间工作人员的数量，主要是为了缓解夜班医护人员不足

等问题。在具体的工作中，需要将“以患者为本”的理

念，全面落实到护理工作中，掌握护患沟通的技巧，结

合具体的情况，健全护理管控机制，从而满足患者的临

床护理需求。

其次，实现对不同护理任务的科学分工，确保每位

患者在治疗中都可以得到及时与高质量的护理服务。结

合心内科护理中的内容，实施安全责任制，提高管理效

果。最后，还需要将护理安全考核内容，加入绩效考核

中，在此基础上强化医护人员的安全意识。

总而言之，为了保证心内科护理工作的稳定进行，

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要对心内科护理中的问题进

行分析与总结，通过提高与护理人员专业能力，健全管

理机制等方式，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临床护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罗妍馨，王利莎，张颠黔 . 路径式质量检查干预

对心内科护理管理质量的影响 [J]. 云南医药，2021，42

（5）：488-489.

[2] 蒙红丽 . 集束化护理干预应用于心内科住院失眠

老年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J]. 现代诊断与治疗，2022，33

（1）：135-137.

[3] 戚倩.探析优质护理模式在心内科62例危重患者中

的康复效果[J].中国医药指南，2021，19（36）：132-133.

[4] 高婉侠.绩效考核管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及可行性研究[J].智慧健康，2021，7（31）：42-44.

[5] 张艳华 . 个性化护理改善心内科老年住院患者睡

眠质量的效果观察 [J].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21，8（11）：

1928-1929.

[6] 李玲，马海玲，赵卫枝，李姗姗，孙运 . 规范化

护理措施对心内科用药安全的影响 [J].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

杂志，2021，27（6）：968-970+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