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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综合评估护理在老年冠心病患者住院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陈国萍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乌兰浩特  137400) 

摘要：目的：探讨老年冠心病患者住院康复过程中运用老年综合评估护理的效果。方法：选取医院中老年冠心病患者 80 例作为对象研究，

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运用老年综合评估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出现率、

冠心病再发率、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干预前后对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比两组患者的医学应对方式问卷

（MCMQ）评分。结果：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出现率、冠心病再发率、护理满意度情况均要比对照组患者更理想（P＜0.05）；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干预前后对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

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老年冠心病患者住院康复的过程中运用老年综合评估护理的方式，能够减少患者出现不良事件的

几率，可以降低冠心病再发率，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缩短患者住院时长，强化患者掌握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情况，改善患者医学应对方式，

运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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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属于一种心血管疾病，比较常见于中老年人群当中，发

病当中患者会产生心力衰竭、心绞痛以及心律失常病症，严重的还

会出现猝死。因此，冠心病患者在住院康复阶段，要科学合理运用

临床护理方法。老年综合评估护理的方式能够从多个角度来对老年

人的健康功能实施评估和检测，由此作为依据，制定个性化护理方

案，提高患者康复进程。由此可以知道，深入分析老年综合评估护

理的方式，运用到老年冠心病患者住院康复过程中，具有非常显著

的意义，能够强化临床治疗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中老年冠心病患者 80 例作为对象研究，随机均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当中包含男性患者 26 例，女

性患者 14 例，年龄 65-78 岁，平均患者年龄(70.17±3.15)岁；病程

3.6-10 年，平均患者病程(6.49±1.17)年。观察组当中包含男性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13 例，年龄 66-79 岁，平均患者年龄(70.18±3.16)

岁；病程 3.5-10 年，平均患者病程(6.49±1.18)年。两组一般资料未

发现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运用老年综合评估护理方

法： 

首先，构建老年患者系统化的老年综合评估的档案，综合患者

的以往病史、社会学资料、检查各项结果的资料，从心理方面、认

知方面、营养状态等方面入手，在患者进入到医院 72 小时里完成

对老年患者的综合评估，把评估的结果纳入到电子档案当中，精准

对患者每一次检查、诊疗以及随访的信息实施记录下来。 

其次，按照患者老年综合评估护理档案的记录结果，对患者住

院期间出现的问题提供个性化护理，按照患者所反馈的结果及时对

护理方案实施调整，面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效

贯彻落实老年综合评估护理的方案。 

最后，真正做好各项护理方法。 

面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比较低的患者，护理工作人员要强化对

患者的生活护理。比如护理工作人员能够帮助患者出行，辅助患者

打水，帮助患者进食和穿衣。为了确保患者身体的清洁程度，每天

给患者擦拭身体，及时帮助患者更换床单，保持病房的清洁度，改

善患者的实际生活状态。 

面对出现比较严重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患者，要提供有效的心理

护理。如护理工作人员给患者播放轻柔的音乐，帮助患者减轻焦虑

情绪，给患者介绍成功的案例，强化患者治疗自信心。护理人员要

叮嘱患者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减少患者

的消极情绪。面对出现焦虑严重，影响睡眠的患者，按照医嘱给患

者提供黛力新等药物治疗。 

护理人员要合理有效控制病房的温湿度，让患者觉得舒适为

准。将病房的通风消毒工作做到位，确保病房空气清新程度，让患

者保持舒适状态。护理人员要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一旦患者心存

顾虑，要给予及时引导，让患者将内心忧虑说出来，护理人员及时

提供心理疏导，保障患者以乐观的心态接受治疗以及护理服务。 

护理人员要尽量降低各项医疗器械的运转声响，保持病区在晚

上八点钟后的安静状态，禁止大声喧哗，给患者营造安静的睡眠状

态。护理人员要告诉患者睡前不要过量饮水，避免频繁起夜，影响

休息，有必要时要结合医嘱给予患者镇静药物。 

护理工作人员面对尿失禁风险比较高的患者，要仔细观察排尿

反应，运用引流或者接尿的装置实施处理。为了避免患者出现压疮

现象，要每天运用温水的方式来对患者会阴进行清洁，叮嘱患者多

喝水，锻炼膀胱功能，加速排尿反映，缓解患者尿失禁的现象。 

护理工作人员在患者出院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电话随访，了解患

者病情改变状态、护理方法和生活自理情况，给患者介绍出院后实

施自我护理的技巧，强化患者的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出现率、冠心病再发率、护理满意度

情况；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干预前后对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

握情况；对比两组患者的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资料输入到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当中进行分析，差异

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采用 P<0.05 的方式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住院过程中不良事件出现率、冠心病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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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满意度情况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出现率、冠心病再发率、

护理满意度情况均要比对照组患者更理想（P＜0.05），具体情况见

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住院过程中不良事件出现率、冠心病再发率、

护理满意度情况[n（%）] 

组

别 

例

数 

不良事件

出现率 

冠心病再

发率 
护理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

察

组 

40 2（5.00） 0（0.00）22（55.00）18（42.50）0（0.00）40（100.00） 

对

照

组 

40 7（17.50）5（12.50）20（40.00）15（37.50）5（12.50）35（77.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干预前后对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

握情况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干预前后对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

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干预前后对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

况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

（d） 

冠心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

（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0 10.95±1.05 73.88±8.25 93.80±2.55 

对照组 40 14.62±1.48 74.05±8.27 90.05±3.77 

P  ＜0.05 ＜0.05 ＜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评分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评分高于

对照组患者（P＜0.05），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评分的比较（`x±s，

分） 

组别 例数 屈服 回避 面对 

观察组 40 7.85±3.48 12.68±2.82 17.63±3.22 

对照组 40 7.15±3.82 15.24±2.82 15.33±3.50 

P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临床上冠心病患者出现率的逐步提升，会严重威胁到老年

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老年冠心病患者的住院康复过程中，运用

老年综合评估护理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各种不良反应。尤其是心

脏不良事件。所谓心脏不良事件，即关于心脏的各种突发性的病变，

包括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当冠心病患者进入到医院接受治疗工

作之后，由于患者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会影响到患者的

生活规律，加上频繁操作医疗检查，会容易让患者产生各种不良情

绪，从而会在心理和生理的作用下出现心脏不良事件。在使用老年

综合评估护理当中，面对患者提供针对性护理服务，在有效融合个

体与集体的形式护理的前提条件上，全面增强患者自我管理水平，

改善患者和家属的护理能力，尽量减少不良事件出现率。另外，缩

短患者入住 ICU 的时间，缩短患者住院时长。 

老年综合评估即全方位对老年人的功能状态和健康问题进行

关注，从多个方面全面评估心理、医学、社会支持等多方面问题。

评估内容也包含心理状态、睡眠情况、躯体功能等多方面。近些年

时间以来，临床研究可以了解到，运用老年综合评估的护理方法能

够全面对老年总体情况实施评估，对尽快尽早发现存在的问题有着

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还能够按照评估结果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护理方

案，提高护理服务水平，转变患者认知水平，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

力等，提高住院康复质量。实施老年综合评估护理的过程中，老年

冠心病患者年纪大，对疾病认知能力弱，长时间受到疾病的折磨，

容易产生各种不良情绪，因而护理工作人员要主动积极和患者沟

通，实施心理疏导，提高治疗有效性，加速患者康复进程。 

而且，患者在治疗当中以卧床为主，实施躯体护理，能够避免

出现并发症，获取理想的预后效果。做好饮食护理服务，帮助患者

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加速患者机体恢复速度。与此同时，护理人

员要鼓励患者家属多多陪伴患者，提供巨大的社会支持，给予患者

充足的安全感。在整个的患者治疗当中，要将对应的记录做到位，

准确掌握患者病情改变，结合变化，制定更具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此次研究过程中，重点对比常规护理服务方法和老年综合评估

护理方法在老年冠心病住院患者当中的效果。结果表示，利用老年

综合评估护理服务的方法获取的效果更加显著，表现在下面几个方

面：第一，不良事件出现率低；第二，患者住院时间更短；第三，

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更高。 

总而言之，老年冠心病患者住院康复过程中运用老年综合评估

护理的方法，能够得到理想的运用效果，能够减少不良事件出现率，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帮助患者减轻经济压力，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运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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