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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围术期护理中的实施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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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文主要分析了人文关怀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围术期护理过程中的效果，并对围术期采用人文关怀护理

措施进行应用。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入院患者 200 例，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各 100例，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护理方式，观察组使用人文关怀护理方式，然后根据护理结果进行对比，记录患者术前术后

的相关变化。结果：根据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术前术后得分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前的都有所降低，

但是观察组患者得分下降更多。结论：在当前临床治疗过程中，有效的将人文关怀应用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围术期护理中，

不仅能够缓解冠状动脉介入患者紧张的情绪，并且对于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因此人文关怀护理值

得在临床治疗中被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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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涨，然而

冠状动脉介入也成为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因为

该技术手术风险大，费用高，对患者心理状态影响较大。所

以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坚持应用“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在接触冠状动脉介入患者时，需充分考虑冠心病情对患者心

理、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据此展开护理评估，了解个体

需求以及护理服务的现实需要。对患者需求的满足，并不仅

限于物质利益层面，精神层面的满足，能够促使患者的身心

达到放松状态。基于此，人文关怀的渗透需要正确认识护理

活动的内涵，以及“以人为本”的精神、素养，密切关注护

理行为的人性化。本文对我院 2019 年 12月-2020 年 12 月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入院患者采用人文关怀护理进行分析，现报

道如下；

1 一般资料

1.1 对象

选取我院 2019年 12月-2020年 12月所收治的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入院患者 200例，其中男性患者 120例，女性患者

80 例。按照入院的时间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并排除了精神疾病以及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等患者。

这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以及入院时间进行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与护理方法

对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采用人文关怀护理措施时，

将患者分为了两组；对照组所采用的是常规护理方式，观察

组患者所采用的是人文关怀护理措施。前者需要护理人员对

患者的生命特征进行相应的测定，并对患者的基本信息进行

核实，治疗过程中的常规沟通语言，并按照相关要求告知患

者在围术期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药物和穿刺的时间，在此期

间有可能会出现身体不适等症状，需要患者在第一时间告知

护理人员，还有就是要让患者及时的和护理人员进行沟通；

其次就是在冠状动脉介入手术之后护理人员需要时刻的关

注患者肢体末梢的颜色以及患者皮肤温度等变化，看患者穿

刺部位是否出现红肿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后

者在使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入人文关怀护理，详情如下；

在手术之前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阐述相关冠状动脉介入手

术的知识，要让患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降低患者自身

的恐惧情绪；护理人员与患者一定要在最初就建立一个良好

的护患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护理干预，冠心病不稳定性心

绞痛患者对于人际沟通方面较为敏感。应激强度相对较高，

很容易出现焦虑，烦躁以及抑郁等不良反应。在住院期间可

以对患者病床制造一些温馨的环境与氛围，让患者心情得以

放松，要将患者病房的清洁打扫干净，可以在病床房间里安

装电视机沙发等日常用品，让患者放心治疗，于此同时，患

者负责的护士必须要和蔼可亲，要热情，要让患者感受到护

理人员是以患者为中心的，让患者体验到护理服务的精髓[1]。

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会因为切割手术对自身丧失信

息，让患者感觉作为女人从心理上感到自尊心的不完整，从

而会出现恐惧，绝望等现象，护理人员可以给患者讲述一些

比较成功的案例，以及积极正能量的东西，必须要让患者从

心理上的到放松，护理人员还需要动员家属帮助患者拜托焦

虑和抑郁，促使患者即使生病也能够继续找寻人生的价值和

意义，积极的处事和生活。在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开始之前需

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并让护理人员通过语言或者

是行动等方式来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等情绪；对于那些很难缓

解紧张情绪的患者在手术中注射一定的地西泮注射液 5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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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1.3 统计学处理

本次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和 X2 检验，以 P＜0.05 来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术前与术后的焦虑情绪比较

表 1 护理干预之后两组患者焦虑情绪的比较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干预前 42.27±0.96 40.87±0.42 1.32 ＞0.05

干预后 32.67±0.54 39.63±0.92 3.02 ＜0.01

t 3.37 1.53 - -

p ＜0.01 ＞0.05 - -

2.2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术前和术后的生命体征比较

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的呼吸频率变化以及血压和心率

变化进行比较，详情见表 2。

表 2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呼吸频率、心率以及血压的变化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呼吸频率 干预前 18.4±1.59 18.08±2.09 0.04 ＞0.05

干预后 19.8±1.16 16.8±1.65 1.71 ＜0.05

心率 干预前 85.24±5.56 83.1±7.61 0.38 ＜0.05

干预后 86.3±4.17 83.1±6.93 2.01 ＞0.05

血压 干预前 75.14±3.12 75.01±3.39 0.59 ＜0.05

干预后 71.21±2.36 68.16±2.13 2.47 ＞0.05

3 讨论

当前，在临床治疗上对于冠状动脉介入患者还存在重视

治疗手段而轻视患者心理情绪的现象。根据相关调查结果发

展，患有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心理

问题，这患者心理上紧张情绪以及偏执会引起精神状态波

动，所以需要在患者治疗过程中采用人文关怀护理措施来应

对。人文护理措施有着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其能够满足患

者的心理及生理的需求，让其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提升治

疗成功率。

在现代护理理念中，人文关怀护理广受关注，研讨人性

化理念在各个科室、各类疾病中的实际价值，成为医学领域

的热门课题。回顾近期文献，刘敏、刘永利对人文关怀护理

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提示，该护理措施的实施，可

改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的满意度，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

率；耿伟通过临床试验，论证了人文关怀护理在减少护理投

诉方面的价值，结果提示，人性化方案的实施，可减少护理

投诉[2]。谢晓丹就人文关怀护理与管理效果之间的关联进行

了分析，提出了人文关怀护理可促进良好关系的建立以及护

理质量的提升。综合来看，人文关怀护理的实施，对科室护

理水平的改善有促进作用。总体来看，将人文关怀的理念应

用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具有一定可行性。

从概念角度分析，人文关怀护理的关键是对人性化服务

的体现，即充分尊重患者个体的生命价值、隐私以及尊严等。

对于一般患者，人文关怀大多依靠患者与护士之间的充分交

流为主要路径。基于此，我科组织了现有护理力量，通过交

流、讨论，明确了优化氛围、完善方案两种思路[3]。在优化

氛围方面，重点从住院室、护理服务站以及手术站等位置进

行合理布置入手，通过增设相应能够转移患者注意力的设

施，消除其对诊疗空间的恐慌心理。所以，本次研究从患者

根本问题作为出发点，对影响患者生命体征因素进行相应的

人文关怀护理干预，此次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人文关怀护理

措施对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的适用性较高，并且值得在临

床中被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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