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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观察以冠状动脉造影、介入术后造影剂为诱因所造成的迟发型过敏反应，并针对性提出有效护理对策。方法：本研究

引用某院冠状动脉造影病例共计 84 例，病例收集时间 2019 年 1 月-2021 年 6 月。随机分组，对照组（纳入 42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纳

入 42 例，预见性综合护理），对两组以介入术后造影剂为诱因所致的迟发型过敏反应率及护理满意度展开对照分析。结果：迟发型过敏反

应以呼吸困难、心率速度减慢以及血压下降等疾病特点。观察组所抽入患者，经对其迟发型过敏反应及护理满意度展开评估工作，其取值

较对照组更优（P＜0.05）。结论：预见性综合护理对预防迟发型过敏反应和提升护理满意度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临床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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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以胸痛为典型症状，多通过心电图检查进行诊断，

但一般需经冠状动脉造影进行疾病确诊。但造影期间造影剂的使用

会导致患者存在过敏风险，以迟发性过敏反应为主要表现，严重者

甚至会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1]。基于此，本文对某院关于冠状

动脉造影、介入术后造影剂为诱因所造成的迟发型过敏反应的研究

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并针对性提出预见性综合护理的实际价值显

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引用某院冠状动脉造影病例共计 84 例，病例收集时间

2019 年 1 月-2021 年 6 月。随机分组，42 例对照组中，男：女性别

比为 25:18，年龄分布阈值 40-72 岁，均值计算（57.38±13.85）岁；

42 例观察组中，男：女性别比为 23:19，年龄分布阈值 42-75 岁，

均值计算（57.42±13.92）岁；均有明显胸痛症状，心电图检查明

显异常；对过敏史者予以排除。组间基线资料符合均衡可比性原则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均予常规护理，即将注射相关注意事项予以患者进行讲

述，一旦发现过敏反应立即上报医生采取相应处理，病情严重者予

以吸氧疗法。观察组均予预见性综合护理。（1）健康宣教：将注射

前的知识进行常规健康宣教，并询问其过敏史及禁忌症。（2）心理

干预：充分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告知其过敏反应发生时的相关症状

特点及注意事项，予以安抚，消除其焦虑等不良情绪，告知其过敏

症状在精心治护中的过敏症状得以消除。（3）病情观察：对患者注

射造影剂后的反应进行观察，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有效处理，

对其症状表现进行观察记录，与医生进行沟通后遵医嘱实施对症处

理。（4）饮食干预：予以患者科学饮食指导，以防对过敏反应造成

影响，将过敏反应严重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确保呼吸通畅。 

1.3 观察指标 

1.3.1 迟发型过敏反应：是指患者在注射造影剂 1h 后有呼吸困

难、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及心动速度减缓、血压下降为主要表现。 

1.3.2 护理满意度：于患者护理满意度展开调查，内容涵盖服务

态度、基础操作等，总分 100 分，得分 80-100 分代表“满意”，得

分介于 60-79 分代表“基本满意”，其他为“不满意”，最终计算总

满意率（满意率+基本满意率）。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软件选取 SPSS23.0，计量资料数据以（`x±s）表示，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数据以 n/%表示，行 x2 检验，P<0.05 为数据间

差异存在显著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迟发型过敏反应情况对比 

迟发型过敏反应以呼吸困难、心率速度减慢以及血压下降等疾

病特点。观察组所抽入患者，经对其迟发型过敏反应、症状恢复正

常时间展开评估工作，其取值 11.90%（5/42）、（3.18±0.46）d 较对

照组 33.33%（14/42）、（7.92±1.48）d 更低，数据间差异存在显著

意义（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所抽入患者，经对其护理满意度展开评估工作，其取值

95.24%（40/42）较对照组 73.81%（31/42）更高（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2 28（66.67） 12（28.57） 2（4.76） 40（95.24） 

对照组 42 15（35.71） 16（38.10） 11（26.19） 31（73.81） 

x2 - - - - 7.372 

P - - - - 0.007 

3. 讨论 

临床展开冠状造影诊断前，应有效识别其高危因素，以达到预

防过敏反应发生的目的。临床研究证实，冠状造影术可使冠心病的

鉴别准确率得以显著提升。现阶段，冠状动脉造影及介入术后造影

剂在临床鉴别诊断冠心病过程中取得管广泛应用，以其为主要诱因

的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显著提升[2-3]。结合某院实验研究数据结果

分析，迟发型过敏反应以呼吸困难、心率速度减慢以及血压下降等

疾病特点。观察组所抽入患者，经对其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症

状恢复正常时间展开评估工作，其取值较对照组均更低（P＜0.05）。

证实，预见性综合护理对预防患者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及促进症状

恢复方面成效显著。此外，观察组所抽入患者，经对其护理满意度

展开评估工作，其取值较对照组更高（P＜0.05）。证实，预见性综

合护理的运用实施，可有效提升其护理满意度。总的来说，预见性

综合护理在冠状动脉造影及介入术后的实际价值理想，以迟发型过

敏反应的积极防范及护理护理满意度提升为主要表现。 

综上，预见性综合护理可积极预防预防迟发型过敏反应的发

生，同时可改善护理满意度,护理实践价值显著，值得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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