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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心内科患者应用护理干预措施给用药安全所带来的效果。方法：选取心内科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各 6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运用护理干预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护理依从度以及不良反应出现率。结

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要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依从度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结论：心内科患者临床护理过程中，引入护理干预的方法，可以帮助患者掌握好用药安全知识，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度，降低不良

反应出现率，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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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地，心内科患者是心脏方面存在疾病。心内科患者治疗当

中，提供给患者药物治疗的过程中，所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并发

症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命，降低康复速度。由于患者不

良情绪严重，容易产生拒绝治疗的现象，直接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所以护理人员要为患者提供良好有效的护理服务，减轻患者的不良

情绪。本次研究将具体探讨护理干预对心内科患者用药安全的效

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心内科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 60 例，其中观察组当中包括男性患者 35 例，女性患者 25

例，平均年龄（60.41±0.47）岁，对照组当中包括男性患者 36 例，

女性患者 24 例，平均年龄（61.41±0.45）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经过临床诊断符合心内科标准，配合研究过程的患

者。 

排除标准：存在精神障碍的患者；不配合研究的患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运用护理干预方法： 

1.2.1 口服给药质量管理 

专门的护理人员负责为患者提供口服药物的管理工作，建立起

药物讯息簿，搜寻有关药物的相关说明书和资料。在运用新药物之

前，全部科室人员采用晨会时间，学习新药物的具体药理作用、配

伍禁忌等内容。高度关注口服药物在治疗心血管疾病当中的作用，

完善口服药物的医嘱执行制度。 

1.2.2 口服药健康教育 

护理工作人员要积极主动聆听患者讲解自身的疾病情况，充分

了解患者病情的同时，高度给予患者关心，缩短与患者间的内心距

离，采用专业知识给患者解答疾病知识，提高患者治疗疾病的自信

心，让患者主动积极配合治疗工作，提高治疗依从度。按照患者实

际情况，护理人员要为患者介绍药物药理作用，分发药物当中，让

患者一对一辨认，避免药物错误服用。 

1.2.3 改进给药流程及方法 

护理人员分发药物之前，询问患者是否存在不良反应，做好检

查工作。仔细询问患者的情况，监测患者的状态，及时向医生报告。 

科室要设置特殊药物的警示卡，标注药物作用、不良反应、注

意要点。 

护士分发药物当中要执行三查八对的原则，面对年龄大、记忆

力不强的患者，反复告诉他们不同药物的具体服药时间，保证服药

的依从度。 

1.2.4 确保患者准确服药 

护理人员摆好药物，并且亲视患者服用药物，避免遗漏用药。

面对高龄患者，护理人员协助这部分患者服用药物。实施特殊检查

的患者，护理人员在床头柜放好提示牌，提示患者检查完毕后联系

护士送药。护士进行亲视患者服用药物，及时将交接班做好，防止

出现遗漏用药的情况。对于存在特殊要求的药物，要及时通知患者

按时服用药物。服用药物的具体方法是，温开水进行送服，避免干

服。服用胶囊时要低头，服用片剂药物需要仰头，最好一次性将药

物咽下去，防止药物在口腔中融化带来不舒适的刺激。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护理依从度以及不良反

应出现率。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资料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的方式进行分析，其中

差异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采用 P<0.05 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要比对照组更

好（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n（%）] 

组别 例

数 

识别药物 用药方法 用药时间 配合用药 

观察组 60 50（83.33） 51（85.00） 53（88.33） 57（95.00） 

对照组 60 36（60.00） 32（53.33） 30（50.00） 35（58.33）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出现率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出现率[n（%）] 

组别 例数 心率过高/过低 血压下降 呕吐 腹股沟血肿 冠脉痉挛 

观察组 60 3（5.00） 2（3.33） 1（1.67） 1（1.67） 2（3.33） 

对照组 60 9（15.00） 6（10.00） 5（8.33） 6（10.00） 5（8.33） 

P  ＜0.05 ＜0.05 ＜0.05 ＜0.05 ＜0.05 

2.3 护理依从率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依从率 96.67%（58/60）明显

要比对照组患者的护理依从率 75.00%（45/60）要高（P＜0.05）。 

3 讨论 

心内科也被称作心血管内科，收治的患者大部分患有心血管疾

病，包括高血压、心肌梗死等疾病。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压力逐步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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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逐年上涨，患者身心受到疾病的折磨，需要长时间服用药物来控
制疾病，长久下去，患者内心会出现不良情绪，影响到疾病治疗。
现如今，临床上针对心血管疾病进行治疗当中，要注重给患者科学
给药，还需要高度关注提供给患者科学全方位的护理，特别是产生
心理问题的患者，更关注心理护理工作。一般的患者存在高血压、
冠心病等情形，大部分属于慢性疾病患者，病情均是经过了比较长
时间的发展，容易产生各种并发症，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情
绪，影响到患者的病情。 

心内科患者治疗当中，医院提供给患者的药物种类复杂多样，
多种药物在服用方法、服用时间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药物剂量
太多会导致患者出现各种不良反应，服用药物剂量太少也不能达到
理想的治疗效果，所以，医护人员要强化患者在用药方面的护理指
导。药物服用的具体方式、药物服用的具体时间都可能会在非常大
的程度上对药物效用产生影响，一般的药物服用方法包含运用水进
行送服、运用水进行冲服，通常服用药物的时间要在饭前或者饭后，
如果患者无法在规定时间里按照规定服用药物，那么将会不能够获
取理想的治疗效果，还可能产生比较多的副作用，让患者自身疾病
变得更加严重。为心内科患者用药方面实施护理干预措施，重点要
从检测药物质量、规范药物指导、掌握药物过敏史等方面出发，药

物的质量检测工作要确保药物的化学性质并未产生变化，规范的药
物指导就是要指导患者熟练记忆正确的服用药物的方式以及服用
药物的时间，掌握患者的药物过敏史可以让患者安全用药。 

经过护理研究后，获取的结果如下：对比两组患者的用药安全
知识掌握情况、护理依从度情况，观察组要更优于对照组；对比两
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率，观察组更低于对照组（P＜0.05）。 

总之，临床上为心内科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方法之后，可以让
患者更好地掌握用药安全知识，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度，减少患者
的不良反应出现率，并且可以大大提高患者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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