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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常规护理干预和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老年心内科患者睡
眠质量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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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分析常规护理干预和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老年心内科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心内科 2017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共计 54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通过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每组患者各 270 例。对照
组冠心病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冠心
病患者在接受了针对性护理干预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且患者及其家属对我院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临床开展针对性护理工作能够发挥更好的护理效果，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还能够提高患者及其家
属的满意度，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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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常见的疾病类型，以老年群体较为多发，随着社

会发展，该病的发病具有年轻化的趋势。治疗方法除了应用保守的
药物之外[1]，多采用介入手术进行治疗，该方法能够有效解除患者
病变位置的血管栓塞，缓解患者的心脏症状。但由于手术具有一定
创伤性，因此术后发生心律失常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对疾病的
恐惧，大部分患者会出现失眠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睡眠质量，
进一步延长了病程，不利于患者的身体康复[2]，本次研究通过选取
我院心内科收治的 54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分析了常规护
理干预和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老年心内科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作用，
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心内科 2017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共计 54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通过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
组和实验组两组，每组患者各 270 例。540 例冠心病患者中，男性
患者 434 例、女性患者 106 例；年龄最小 26 岁、年龄最大 93 岁,
平均年龄（62.85±12.66）岁；平均住院天数（9.03±7.51）天；患
病时长小于一年 386 例、1-3 年 45 例、3.1-6 年 36 例、6.1-10 年
17 例、10 年以上 56 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中国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指南》中对于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患者可以进行正常
沟通且意识清楚；患者及其家属知晓本次研究；且研究经过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合并恶性肿瘤
患者；中途退出、转院、死亡的患者。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对比无
显著性差异，可以进行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冠心病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给予针对性护理
干预，具体如下：①体征监测。生命体征的观察需要护理人员定时
测量冠心病患者的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指标，观察患者的病
情发展程度、尿液变化、肺功能情况、心律失常情况等，为后续治
疗提供准确数据支持。②饮食护理。为了尽可能降低冠心病患者的
治疗压力，应当增加患者水分、盐分、钾元素、蛋白质的摄入，并
在冠心病患者饮食偏好的基础上尽可能保证食物的丰富、营养，提
高患者的机体抵抗力。③心理护理。医护人员要通过和冠心病患者
的有效沟通，了解患者的需求，注意转移患者注意力，做好患者的
心理护理工作，降低患者对冠心病治疗工作的恐惧、抵触情绪和应
激反应。提高患者配合治疗的依从性，还有利于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发展，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3]。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评分（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和护理满意度（百分比表示）得出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统计所得所有相关数据均利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t 检验计算，计量资料行卡方检验，当 P<0.05
的时候，差异具有一定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评分对比 

由表 1 可见，两组患者在护理前的睡眠质量情况均不是很好，
经过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明显下降，但实验组患者接
受针对性护理后，睡眠质量改善情况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护理前（分） 护理后（分） 

对照组 270 （42.92±2.67） （28.57±2.85） 
实验组 270 （43.06±2.65） （13.25±2.91） 

t － 0.612 61.803 
p － 0.541 0.000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由表 2 可见，实验组冠心病患者在接受了针对性护理干预后，

患者及其家属对我院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270 136 88 46 82.96% 
实验组 270 180 78 12 95.56% 

X2 － － － － 22.329 
p － － － － 0.000 

3 讨论 
通过对心内科收治的冠心病患者的失眠原因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大多与对疾病的恐惧、住院环境、家庭情况有关，因此，医护人
员在针对患者的疾病护理中应针对患者的失眠原因开展个性化的
护理工作，缓解这些因素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促进患者睡眠质量的
提高[4]，促进患者机体的早日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次研
究结果通过选取我院心内科收治的 54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对
象，分析了常规护理干预和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老年心内科患者睡眠
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显示：实验组冠心病患者在接受了针对性护
理干预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且患者及其家属对我院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临床开展针对性护理工作能够发挥更好的护理效果，不
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还能够提高患
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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