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45 

医学研究 

冠心病慢病患者随访门诊人文关怀护理方法应用效果分析 

周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 武汉 43000） 
 

摘要：目的：分析冠心病慢病患者随访门诊人文关怀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70 例样本均选自 2020.11——2021.11 之间，均为我院门诊部门接诊的

冠心病慢病患者，随机性将其划分为两个组别，并给予不同护理措施，分别为常规组（35 例，给予常规的门诊看病和接待流程）、人文组（35 例，

联合人文关怀护理）。比较两组应用效果。结果：人文组治疗依从性更高，组间相较 P＜0.05。人文组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更优，组间相较 P＜0.05。

结论：冠心病慢病患者随访门诊人文关怀护理的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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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控制冠心病慢病患者的病情，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预

防并发症的发生[1]。本文特选取 70 例我院门诊部门接诊的冠心病慢
病患者，通过比较常规门诊看病和接待流程、联合人文关怀两种护
理措施应用后对患者治疗依从性和相关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的影响，
来探讨冠心病慢病患者随访门诊人文关怀护理的应用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0 例样本均选自 2020.11——2021.11 之间，均为我院门诊部门

接诊的冠心病慢病患者，随机性将其划分为两个组别，并给予不同
护理措施，分组情况如下，将 35 例实施常规的门诊看病和接待流
程的患者设置为常规组；将 35 例于常规的门诊看病和接待流程基
础上联合人文关怀的患者设置为人文组。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P＞
0.05。 

1.2 方法 
常规组：常规的门诊看病和接待流程。 
人文组：于上述基础上，帮助患者建立疾病信息档案；评估患

者的病情并进行等级的划分，为患者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管理计
划；可以利用讲座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健康宣讲，在进行知识讲座时，
邀请专科医生为患者答疑解惑，并建立健康咨询室[2]；给予患者专
业饮食指导和用药指导，详细告知患者服用药物的时间和剂量，并
告知患者在服药期间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叮嘱患者健康的生活

习惯有助于疾病的控制[3]；告知患者戒烟戒酒、健康饮食、适当运
动的重要性；指导患者掌握自我监测血压、血糖的方式；给予患者
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将患者视为护理工作的中心，热情接待患者，
暖心关怀且给予患者充分的尊重，在门诊护理过程中，与患者进行
积极地沟通[4]；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降压食谱和运动计划，帮助患
者在药物控制的同时稳定血糖、控制血压。 

1.3 观察指标 
治疗依从性：对患者进行至少三个月的随访工作，从按时服药、

规律作息、合理运动及饮食控制等方面对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行评
分，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临床依从性越优。 

知识掌握程度：对患者冠心病慢病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进行
评价，从发病原因、相关并发症、疾病控制措施等进行评估，掌握
率在 90%以上视为基本掌握；在 55%-90%之间视为部分掌握，不
足 55%视为未掌握。 

1.4 统计学方法 
（%）表示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 sx ± 计量资料表示，用 t

检验，本次采用 SPSS 21.0 版本的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两组对比 P
﹤0.05 有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人文组治疗依从性更高，组间相较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按时服药 规律作息 饮食控制 适当运动 

常规组 35 90.52±8.31 85.46±7.42 83.41±8.84 84.12±10.04 
人文组 35 96.43±9.52 92.44±6.36 90.53±7.91 90.19±8.41 

t -- 2.7669 4.2255 3.5510 2.7419 
P -- 0.0073 0.0001 0.0007 0.0078 

2.2 比较两组患者疾病知识掌握程度 
人文组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更优，组间相较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基本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常规组 35 15（42.86%） 10（28.57%） 10（28.57%） 25（71.43%） 
人文组 35 24（68.57%） 9（25.71%） 2（5.71%） 33（94.29%） 

t -- -- -- -- 6.4368 
P -- -- -- -- 0.0112 

3、讨论 
本次研究各项数据比较结果显示，人文组治疗依从性更高，组

间相较 P＜0.05。人文组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更优，组间相较 P
＜0.05。此项研究证实，在冠心病慢病患者的门诊护理工作中，相
对于实施常规的门诊看病和接待流程而言，于此基础上给予患者人
文关怀，更能有效改善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在随访工作中发现，
人文关怀能够从按时服药、规律作息、合理运动及饮食控制等方面
规范患者的生活习惯，较高的治疗依从性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冠
心病慢病患者疾病的控制具有积极的意义。除此之外，于常规的门
诊看病和接待流程基础上给予患者人文关怀，能有效提升患者对于
冠心病发病原因、相关并发症、疾病控制措施等相关知识的掌握程
度，较高的知识掌握程度能有效提升患者疾病的自我护理能力，从
而改善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慢病患者的门诊护理工作中，于常规的门
诊看病和接待流程基础上给予患者人文关怀，能有效改善提升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提高患者对冠心病慢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应用
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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