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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 104 例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的应用
赵兴娟

秦皇岛军工医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目的：探讨观察优质护理干预对 104例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0年 9月到 2021年 12月

104例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并比较两组满意

度差异。结果：（1）观察组躯体功能评分（82.32±5.79）分、社会功能评分（84.06±5.77）分、心理功能评分（83.67±5.75）分、

角色功能评分（84.76±5.80）分高于对照组（72.19±5.51）分、（73.21±5.54）分、（73.01±5.51）分、（73.78±5.56）分；（2）

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优质护理的开展，有助于提升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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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104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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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104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eart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104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eart failure from Sept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0 were randomly

2021.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ed high quality nursing.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82.32±5.79),social function(84.06±5.77),psychological function(83.67±5.75),role function(84.76±5.80)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72.19±5.51),(73.21±5.54),(73.01±5.51),(73.78±5.56);(2)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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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常见心血管疾病[1]。手术可有效治疗冠心病，

手术危险性低[2]。但必须在有效手术操作的基础上联合理想护

理服务，提升手术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既往临床多在冠心病

治疗中实施常规护理，难以保障手术疗效[3]。优质护理近年来

在冠心病治疗中广泛应用，表现出较好的应用效果。本文以

2020年 9月到 2021年 12月收治的 104例冠心病心衰患者为对

象，探讨优质护理效果，报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2020 年 9 月到 2021 年 12 月，选取冠心病心衰患者 104

例进行临床研究。对照组：男性 30例、女性 22例，年龄大小

区间 51~78岁（64.78±3.76）岁，患病时间长短 1~12年（6.74

±3.19）年，冠脉狭窄程度 76.22~86.00%（81.19±2.17）%，

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合并糖尿病例数是 28例、18例、6

例。观察组：男性 31例、女性 21例，年龄大小区间 52~78岁

（64.93±3.77）岁，患病时间长短 1~11年（6.51±3.18）年，

冠脉狭窄程度 76.40~86.20％（81.38±2.18）％，合并高血压、

合并高血脂、合并糖尿病例数是 24例、20例、8例。

纳入标准：（1）患者完善心脏超声检查及心功能检查，

满足冠心病临床诊断标准；（2）患者满足相关治疗指征。

排除标准：（1）有既往治疗史患者；（2）存在肢体残疾

或是影响肢体活动能力疾病患者；（3）合并精神疾病患者；

（4）同时参与其他研究患者。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完善术前方式、做好术前准备，遵医嘱

继续进行治疗，指导患者维持健康生活作息，促进疾病转归。

观察组应用优质护理：

（1）基础护理：病房责任护士需联合导管室护士妥当安

置患者。责任护士需主动询问导管室护士患者术中表现与术中

情况，及时了解患者的术中异常表现，明确重点护理内容，若

出现不良反应，及时提供单硝酸异山梨酯静脉泵入，有效改善

患者的血液循环。

（2）穿刺部位护理：交接班后，需及时检查患者的穿刺

部位情况，及时查探穿刺部位是否存在血肿、出血等不良现象，

还需密切观察沙袋压迫位置，保证压迫位置的准确性。沙袋压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4卷第 5期 2022 年

229

迫期间，还需密切监测肢体血供状态，保证肢体血供正常。若

患者穿刺肢体是上肢，还需提前给予软枕垫放在腕关节下方，

促使患肢微微抬高，还需指导患者进行适当上肢关节活动，禁

止应用该肢体提拿重物。若患者穿刺肢体是下肢，还需嘱咐患

者尽可能卧床修养，需减少患者的翻身频率，如有必要还可制

动该肢体。护士还需定时量测穿刺部位皮肤体温，若有体温异

常升高或渗液现象存在，需及时上报主治医师，第一时间遵医

嘱进行抗感染治疗。

（3）心理护理：因 ICU属于封闭式环境，家属无法陪护

患者，所以患者术后大多是独自待在病房中。护士很难完全满

足患者的情感需求。护士需充分利用移动设备，及时利用移动

设备和患者视频聊天，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消除患者的孤独

感、抑郁感与不安感。护士还需主动和患者沟通交流，主动代

入患者角色理解其负面情绪，结合患者喜好抛出话题转移患者

注意力，或利用音乐、电视剧等模式转移患者注意力。

（4）并发症护理：术后持续心电监护，了解患者是否存

在胸痛、胸闷以及心悸等不适症状，及时发现心律失常并进行

有效处理。护士还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足背动脉波动、末梢循环

状态，还需为患肢实施间断性按摩，带领患者进行踝关节及指

关节活动，尽早下床活动，预防血栓。

（5）康复训练：康复训练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以患者

耐受为宜，在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活动，保护患者的安全。术

后 1~3d，患者平卧，放松大腿，最大程度上缓缓进行踝关节拓

屈动作（朝上勾起脚尖，令脚尖朝向自己），维持时间是 10

秒。之后进行踝关节背伸运动，让脚尖朝下，维持时间是 10

秒，反复进行踝关节屈伸动作。

1.3观察指标

（1）生活质量评分采用生活质量量表 GQOLI-74进行评

估，总分 100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

（2）护理满意度，采用科室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获取，

主要评估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体验，满意度指标包含非常满

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项。

1.4统计学方法

收集整理本组实验数据，在统计学软件 SPSS 20.0数据包

中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术后并发症率、护理满意度）和

计量资料（生活质量评分）分别应用 n（%）和（x±s）表示，

组间差异通过 X²和 t检验，在 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统计两组的术后四项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比较，观察

组躯体、社会、心理、角色功能评分高，比值显示有差异（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n=52例,x±s,分)

组别
躯体功能

评分

社会功能

评分

心理功能

评分

角色功能

评分

观察组 82.32±5.79 84.06±5.77 83.67±5.75 84.76±5.80

对照组 72.19±5.51 73.21±5.54 73.01±5.51 73.78±5.56

t值 7.228 7.019 7.115 7.35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2护理满意度比较

统计两组护理满意例数，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大，比值显示有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n=52例,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21 1 51（98.08％）

对照组 20 21 11 41（78.85％）

X²值 - - - 6.873

P值 - - - 0.001

3 讨论

冠心病是一种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诱发的病变，发生心肌

组织缺氧缺血症状，最终形成心脏疾病。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

步，冠心病治疗方案逐步转变。临床调查[5]指出，冠状动脉介

入术可有效治疗冠心病，但并发症的出现，会影响冠心病病情

转归，延长患者的住院治疗时间。但有文献[6]指出，在治疗中

实施科学护理干预，可在促进患者术后方面发挥一定正面影

响，可对手术效果形成积极影响。

在《中国护理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

中指出，需要继续推行优质护理，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服务，

成为我国医疗改革的重点内容。护理质量直接关系着医疗服务

质量，在改善患者满意度、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如何确保护理服务治疗成为量研究的重要内容。护理服务

质量不仅与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与态度有关，更与护理管理模

式有关。优质护理近年来在临床广泛应用。护理包含五方面，

基础护理可明确患者的术后护理重点，还可及时提供基础干

预，最大程度上发挥相应护理措施的价值；穿刺部位护理可保

证穿刺部位处于良好愈合状态，可预防血肿等多种不良反应发

生，还可促进穿刺肢体静脉回流，为穿刺部位提供充足血液濡

养，预让血液流动缓慢导致的不良现象；康复训练可逐步改善

患者的躯体功能，提升躯体健康程度，加速身体新陈代谢，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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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患者早期康复[7-8]。本文结果显示，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

护理满意度大，可见优质护理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变化，

对于护理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并且随着近些年来医疗改革

的深入，从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服务模式，不仅仅关注患者的生理需求，同时也关注患者

的心理需求、健康需求。过去我国临床护理主要是实施功能护

理，遵照医嘱展开护理工作，无法满足现代患者日益增长的护

理需求，同时由于人力资源不足，同一个患者的护理工作通常

是由多个护士完成，护理工作缺乏连续性与整体性，不利于患

者的病情观察，无法准确评估患者的各方面需求。此外长期高

压工作会影响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对护理工作带来了较

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尽早采取有效的改革，丰富护理工作的内

涵，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我国于 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

程”，主要是贯彻落实以患者为中心，强化临床护理干预，明

确责任与分工，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规范护理标准，

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从而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患者的服务

体验，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让患者更加支持和配合临床护理

工作，确保临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优质护理在应用之后，护理

质量显著提升，目前有很多医院通过完善绩效考核与激励制

度，调动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综上可知，优质护理的应用效果好，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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