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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人性化服务在心血管护理中的应用方式及临床效果。方法：从 2022 年 12 月起到 2023 年 6 月份期间来本院进行治疗的心

血管疾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90 名，依据具体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数量一致的两个组，比较两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的具体效果。

结果：采用人性化服务的观察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心理健康情况，生活质量及对护理的满意程度上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人性

化服务能心血管疾病患者保持心理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于临床护理的满意程度。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humanized services in cardiovascular care. Method: From December 2022 

to June 2023, 90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the same 

number based on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using humanized services showed better psychological health,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umanized services can help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maintain 

mental health,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some extent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clinical care. 

关键词：人性化服务；心血管护理；护理满意度；心血管疾病 

Keywords: humanized service; Cardiovascular care; Nursing satisfacti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心血管系统包括心脏、血管和循环系统，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
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包括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血管护理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可以帮助患者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病情、提
高生活质量，并且对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心血管护
理可以帮助他们控制病情、延长寿命[1]。首先，心血管护理的重要
性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吸烟、缺乏运动等。通过健康的生
活方式，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可以降低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风险。心血管护理的目标是通过教育患者认识危险因素，
提供相关的健康指导，帮助他们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而预防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2]。其次，心血管护理对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
患者来说同样重要。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需要综合的护理措施，包括
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康复护理等。心血管护理的目标是帮助患者
控制病情，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通过定期监测患者的生命体
征、药物管理、病情评估等，护士可以及时发现病情变化，采取相
应的护理措施，避免疾病的进一步恶化[3]。此外，心血管护理还包
括心脏康复护理。心脏康复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康复措施，帮助心脏
病患者恢复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心脏康复护理的目标是通过
定期的运动训练、心理支持、营养指导等，帮助患者恢复体力、改
善心理状态、降低再发风险。护士在心脏康复护理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他们可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康复计划，监测患者的康复进展，
提供必要的教育和支持[4]。总之，心血管护理在预防、治疗和康复
心血管疾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心血管护理，可以帮助患者预
防疾病的发生、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护士作为心血管护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患者提供全面
的护理服务。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心血管护理的宣传和教育，
提高公众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程度，共同促进心血管健康。近期研
究发现人性化服务在心血管护理中不可或缺，本临床试验将探讨人
性化服务在心血管护理中的应用方式及临床效果。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从 2022 年 12 月起到 2023 年 6 月份期间来本院进行治疗的心

血管疾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90 名，依据具体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数
量均为 45 的观察组和对照组。本研究纳入的 45 名受试者在年龄的
大小、性别的分布，心血管疾病的类型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不同(P＞
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试者一般资料的组间比较 

心血管疾病类型 
组别 

例
数 

年龄（岁） 
性别 

（男：女） 
心绞

痛 
心肌梗死

风心
病 

冠心
病 

对照组 45 56.38±5.69 22:23 20 10 7 8 
观察组 45 56.42±5.71 23:22 19 11 8 7 

纳入标准：被我院明确诊断为心绞痛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排除
标准：合并严重肺功能障碍，肾功能衰竭等其它重要器官疾患的患
者；因其它原因存在较严重的语言、意识障碍，无法正常进行正常
沟通的患者。 

（二）具体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心血管疾病的常规护理，具体如下：①定期监

测血压：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常见病因之一，因此定期监测血压
是非常重要的。患者可以自行购买血压计，在家中定期测量血压，
并记录下来。同时，定期到医院进行血压检查，以便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②控制饮食：心血管疾病患者应该遵循低盐、低脂、低胆固
醇的饮食原则。减少摄入高盐食物，如咸菜、腌制品等；减少摄入
高脂食物，如油炸食品、动物内脏等；增加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
如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③合理运动：适量的运动对心血管
疾病患者非常有益。患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
慢跑、游泳等。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
和血脂，减轻体重，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况。④控制体重：肥
胖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心血管疾病患者应该控制体
重。通过合理的饮食控制和适量的运动，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内，
可以减轻心脏负担，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⑤戒烟限酒：吸烟和
饮酒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心血管疾病患者应该戒烟
限酒。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心脏负担，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饮酒过量会导致血压升高，损害心脏功能，加重疾病症状。⑥
定期服药：心血管疾病患者通常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疾病。患者应该
按照医生的嘱咐，定时定量地服药，不可随意停药或更改剂量。同
时，患者应该定期复诊，检查疾病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⑦减轻压力：心理压力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心血管
疾病患者应该学会减轻压力。可以通过参加兴趣爱好、听音乐、读
书等方式来放松心情，减轻压力。同时，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
助，学习应对压力的方法。⑧定期体检：心血管疾病患者应该定期
进行体检，以便及早发现疾病的变化。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血脂、
血糖、肝肾功能等。通过定期体检，可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控制
疾病的进展。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我院自制的人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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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护理，具体包括：①提供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每个患者的心血
管疾病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这包括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需求，制定合理的
药物治疗方案、饮食控制和运动计划等。通过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提高治疗效果。②提供情感支持：心
血管疾病对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护理人员应
提供情感支持，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和焦虑。这可以通过
倾听患者的心声、提供安慰和鼓励等方式实现。情感支持不仅可以
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可以促进患者对治疗的积极参与。③提供
信息和教育：患者对心血管疾病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治疗的
参与度和效果。护理人员应提供准确、易懂的信息和教育，帮助患
者了解疾病的原因、预防和治疗方法等。这可以通过口头讲解、书
面材料和多媒体等方式实现。提供信息和教育可以增强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提高治疗效果。④提供便利的服务：心血管疾病需要长
期的治疗和护理，患者需要频繁地就医和接受检查。护理人员应提
供便利的服务，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和不必要的麻烦。这可以通过
预约挂号、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和提供远程医疗等方式实现。提供便
利的服务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促进治疗的顺利进行。⑤建立良
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
系，以便更好地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意愿。这可以通过定期的沟通和
交流、尊重患者的选择和意见等方式实现。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关系可以增强患者的参与度，提高治疗效果。 

（三）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生活质量及对护理的满意程

度。 
（四）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处理，采用ｔ检验及 X2 检验，标准为

0.05。 
二、结果 
（一）心理健康情况 
加用人性化服务的观察组患者在心理健康情况上优于对照组

（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干预前后患者心理健康情况的组间比较（分， sx ± ） 

SAS SD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5 49.58±4.52 33.47±2.68 48.46±3.52 30.45±3.55 
对照组 45 49.62±4.55 42.18±2.62 48.38±3.61 39.31±3.62 

t  0.042 15.590 0.106 12.050 
P  0.483 0.000 0.485 0.000 
（二）生活质量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生理和社会功能高于对照组（P＜

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治疗前后患者生活质量的组间比较（分， sx ± ）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组别 

例
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 40.47±3.28 74.43±4.36 35.24±2.41 75.64±2.43 
对照组 45 40.58±3.31 68.74±4.91 35.13±2.35 68.48±2.27 

t  0.158 4.791 0.219 14.444 
P  0.437 0.000 0.413 0.000 
（三）护理满意度 
护理结束后加用人性化服务的观察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

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4 所示。 
表 4 患者护理满意度的组间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5 17 13 10 35（75.00） 
观察组 45 22 17 2 43（97.50） 

X2     6.154 
P     0.01311 

三、讨论 
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造成了严重影响[5]。为了提高心血管护理的效果
和患者的满意度，人性化服务在心血管护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性化服务是指以人为本，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提供温暖、
关怀和尊重的服务。在医学护理中，人性化服务是一种重要的理念
和实践，它强调将患者作为整个护理过程的核心，尊重患者的权益
和尊严，提供个性化、细致入微的护理服务。人性化服务的重要性
不仅体现在提高患者满意度和治疗效果上，还能够建立良好的医患
关系，促进患者的康复和心理健康[6]。 

首先，人性化服务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患者在医院就诊时，
往往面临着身体不适、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7]。而通过提供人性
化的服务，如温暖的问候、耐心的倾听、细致的护理等，可以有效
缓解患者的不适感，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患者在得到关怀
和尊重的同时，也会更加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因此，人性化
服务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增强他们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信任和
认可。其次，人性化服务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8]。医患关系
是医学护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影响着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
复进程。通过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护士可以与患者建立起亲近、信
任的关系，使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关心和支持。在这种良好的医
患关系下，患者更愿意与医护人员沟通，主动提供病情信息，配合
治疗计划。同时，医护人员也能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期望，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因此，人性化服务有助于建立良好的
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的治疗效果。此外，人性化服务对
于患者的康复和心理健康也具有重要意义。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
中，往往会面临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通过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护士可以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患者积
极面对疾病，增强康复信心。同时，人性化服务还可以提供个性化
的康复护理，如康复训练、营养指导等，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因此，人性化服务对于患者的康复和心理健康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人性化服务在医学护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人为
本，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提供温暖、关怀和尊重的服务，可以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患者的康复和心理
健康。因此，医护人员应该注重人性化服务的实践，提高自身的专
业素养和沟通技巧，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同时，医院
和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人性化服务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的
服务意识和质量水平，共同营造温馨、人性化的医疗环境。本研究
通过临床试验发现人性化服务能心血管疾病患者保持心理健康，提
高生命质量，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于临床护理的
满意程度，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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