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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应用于老年心血管疾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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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临床护理老年心血管疾病过程中引入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医院当中收治的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 120 例
作为对象实施研究，随机均分为两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为 60 例，其中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方法，观察组运用综合护理干预的方
法，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前后抑郁焦虑评分情况。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要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抑郁焦虑评分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老年心血管疾病护理过程中，医院提供综合护理干预
的方法，能够提高护理效果，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各项不良情绪，运用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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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体中心血管疾病属于一种普遍见到的疾病类型，患者

发病之后生活质量急速下降。患者发病之后病情较为危急，临床上
存在非常高的致残和致死率，给患者整体的生活质量带来较大的影
响，为了更好的提高治疗效果。文章重点分析综合护理干预运用到
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当中的价值，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当中收治的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 120 例作为对象实施

研究，随机均分为两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为 60 例，全部的老
年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包括男性患者 65 例，女性患者 55 例，年龄
66-82 岁，平均患者年龄（61.24±13.49）岁，两组一般资料未发现
显著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方法，观察组运用综合护理干预的

方法，  
1.2.1 环境指导 
护理人员在患者进入到医院当中，及时寻求患者的意见，综合

患者的实际情况，给患者安排病房，及时清理病房，确保房间的整
洁干净程度，及时做好通风换气工作，保证室内有着适宜的温湿度。
护理人员要适当装饰患者的病房，为患者提供报纸、杂志和部分娱
乐项目。 

1.2.2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在患者进入医院之后，及时与患者展开沟通交流，构

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在患者层面上提供充足的理解支持，倾听患者
的心声，给患者提供有效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疏解内心的不良情
绪，运用鼓励激励方式，提高患者治疗的自信心。 

1.2.3 健康宣教 
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给患者实施健康宣教时值得关注的是，

护理人员要为患者介绍疾病有关知识时要运用口头解释的方式，辅
助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加深患者理解程度，护理人员要告诉患者

疾病具体情况，告知患者遵医嘱用药的重要作用，告诉患者不要随
便更改药物剂量，避免出现严重后果，清晰了解患者疾病和治疗情
况，主动积极配合治疗，获得理想的效果。 

1.2.4 失眠护理 
受到医院当中环境、患者的实际病情的影响，患者容易产生失

眠的情况，护理工作人员要做好护理，晚上要保持安静的状态，关
闭大灯，查房要保持轻柔的动作，防止给患者大脑带来刺激，防止
给患者睡眠产生不良的影响。 

1.2.5 便秘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要运用有效的方式，帮助患者顺利通便，给患者

提供针对性的饮食计划，叮嘱患者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维生素，尽
量吃软质食物，避免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护理工作人员要鼓励患
者适当展开运动，增强消化功能。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前后抑郁焦虑

评分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的患者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的方法来进行数据分析，

并且差异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来表示。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 
护理后，观察组中显效患者 35 例，有效患者 22 例，无效患者

3 例，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 95.00%（57/60）；对照组当中显
效患者 25 例，有效患者 20 例，无效患者 15 例，对照组患者的护
理总有效率 75.00%（45/60）；观察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要高于对
照组（P＜0.05）。 

2.2 护理满意度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总满意度为 96.67%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护理总满意度 80.00%（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60） 25（41.67） 18（30.00） 15（25.00） 2（3.33） 58（96.67） 
对照组（n=60） 20（33.33） 14（23.33） 14（23.33） 12（20.00） 48（80.00） 

P ＜0.05 ＜0.05 ＜0.05 ＜0.05 <0.05 
2.3 抑郁焦虑评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情况未有显著差异（P＞0.05）；

护理后，观察组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 sx ± ，分）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60） 7.2±2.2 2.6±1.5 8.5±1.3 3.0±1.2 
对照组（n=60） 7.4±1.7 6.2±2.0 8.6±1.3 6.2±1.3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造成心血管疾病出现的因素很多，包括动脉硬化这一主要因

素。临床上表示，心血管疾病高发人群是吸烟、酗酒群体，老年人
肥胖出现率更高。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老年人抵抗力不高，生理
功能下降，容易出现眩晕症状，随之出现四肢麻木、呼吸障碍等，
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群体的身体健康。 

综合护理作为一种高效的护理方式，应用到老年心血管疾病
中，全面给予患者指导，帮助患者改良环境因素带来的各种不良情
况，运用有效策略实现预防出现不良情况的目标，帮助患者及早恢
复健康。 

总之，综合护理干预的手段运用到老年心血管疾病护理过程
中，能够帮助患者更加良好的提高护理效果，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让患者能够保持乐观的状态，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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