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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杨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朝阳  100029)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自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收治的心内科患者 88 例，采用随机
分配的方式将所有患者平均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44 例，对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对观察组采取干预护理方式，观察两组患
者的护理效果。结果：两组患者焦虑情况：对照组患者焦虑得分：入院时得分（56.34±10.67）分，两个月后得分（46.19±9.53）分，观察
组患者焦虑得分：入院时得分（55.67±12.11）分，两个月后得分（51.48±9.23）分，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不良生活习惯改善
情况：观察组患者高盐饮食习惯改善情况、吸烟习惯改善情况和体育运动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满意度
为 95.45%，对照组为 88.64%，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结论：护理干预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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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收治的患者以心脑血管疾病最为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包

括心脏血管和脑血管疾病，最常见的有高血压、冠心病、心率失常、
脑血栓等等。我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国家，心脑血管疾病以老
年人居多，并且治疗过程复杂，治疗时间也长，因此心内科护理的
复杂性较大，患者和家属对心内科的护理水平要求也较高。很多心
脑血管患者在漫长复杂的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消极悲观的心理，这
对治疗的顺利展开有很大影响，因此心内科护理要注重对患者的身
心全面护理，以下是本文针对护理干预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的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患者 44 例，其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18 例，患
者的年龄区间为 48—75 周岁，平均年龄为（60.8±3.5）周岁，病
程为 3—9.8 年，平均病程为（5.3±2.6）年。患者病历：患有高血
压的患者有 12 例，患有冠心病的患者有 10 例，患有心力衰竭的患
者有 11 例，患有脑血栓的患者有 5 例，患有心率失常的患者有 6
例。观察组患者 44 例，其中男性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14 例，患
者的年龄区间为 46—78 周岁，平均年龄为（62.3±4.4）周岁，病
程为 3.8—10.1 年，平均病程为（6.3±1.8）年。患者病历：患有高
血压的患者有 10 例，患有冠心病的患者有 12 例，患有心力衰竭的
患者有 14 例，患有脑血栓的患者有 6 例，患有心率失常的患者有 2
例。两组患者中排除精神疾病患者和智力障碍患者，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病例等资料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均是在完全自愿且
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的分析调查。 
1.2 方法 

对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包括用药护理、病情观察、
保持室内环境良好、给予患者及患者家属相应的护理指导等等，注
意观察患者的护理效果，并做好记录。 

对观察组采取护理干预方法，具体的内容包括：一、健康教育，
患者入院后，要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的内容
有树立患者的健康意识、加强患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科学认识，使
患者自觉采纳正确的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用正确的方
法配合治疗，护理人员在进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的了解患者
的性格特点，对患者展开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逐渐改变患者的不
良生活习惯，使患者深刻了解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病情康复的重要意
义[1]。二、心理护理，心内科患者多数为老年人，老年人具有心理

承受能力低、情感脆弱的特点，护理人员要充分结合老年人的心理
特点展开心理护理干预，多与老年人展开沟通交流，对老年人的心
理动态透彻的掌握，发现有存在消极心理的患者，要及时的帮助其
做心理辅导，树立患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正确认识，多利用一些积
极配合治疗成功康复的患者作为例子，为患者树立治疗信心，对患
者的护理需求尽量充分的满足，多注重细节护理，从人性化的角度
展开心理护理干预[2]。三、饮食护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高度重
视饮食的合理搭配，饮食护理要严格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每日
控制盐的摄入量，多吃富含钙和钾的食物。二、科学搭配饮食，注
重膳食纤维的摄入，多食新鲜果蔬，控制胆固醇和脂肪酸的摄入。
三、限制饮酒。四、运动护理，引导患者每日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以有氧运动为主，例如户外散步、慢跑等，注意运动的时间和频率，
以每周三次到五次，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为宜，运动的强度也要注
意循序渐进的加大[3]。五、药物护理。督促患者每日定时定量服用
药物，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对药物治疗的科学认识，坚
持服药，定期为患有并发症的患者检测血糖和血压。 
1.3 临床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入院后的焦虑情况变化，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
患者的焦虑情况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说明焦虑心理缓解的情况越
好；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改变情况，观察的指标有高盐饮
食情况、吸烟情况、体育锻炼情况，不良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越好，
说明护理效果越好；观察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满意度分为三
个级别，即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总满意度越高，说明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一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两个月后焦虑情况对比 

组别 总例数（n） 入院时（分） 两个月后（分） 

对照组 44 56.34±10.67 46.19±9.53 
观察组 44 55.67±12.11 51.48±9.23 

P   0.003 

表二 两组患者不良生活习惯改变情况 

  高盐饮食情
况 

  吸烟情况   体育锻情况   

组别 总例数（n） 入院（n） 两个月后
（n） 

总占比（%） 入院（n） 两个月后
（n） 

总占比（%）入院（n） 两个月后
（n） 

总占比（%）

对照组 44 34 25 56.82 24 12 27.27 15 18 40.91 
观察组 44 35 20 45.45 23 8 18.18 14 24 54.55 

P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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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n） 不满意 n（%） 一般满意 n（%） 非常满意 n（%） 总满意度 n（%） 

对照组 44 5（11.36） 22（50.00） 17（38.64） 39（88.64） 

观察组 44 2（4.55） 18（40.91） 24（54.54） 42（95.45） 

X2     4.56 

P     0.028 

3 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国人民

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作息习惯相比

于以往都有很大的不同，人民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对饮食的要求提

高了，饮食的质量在不断的提升，现阶段我国人民的饮食水平已经

普遍达到了小康，肉蛋鱼鸡已经成为了家庭日常餐桌中的常态，但

是这种饮食结构如果长期的持续下去，会对人们的健康会造成较大

的威胁，长期高蛋白高盐的饮食会使人们较易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加之如今的人们工作压力大，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大多数的

人们在体育运动上投入的时间也较少，因此身体通常都处于亚健康

的状态，这就更加大了各种疾病的患病率。据相关权威数据调查显

示，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国家，心脑血管疾病已

经成为了我国老年人的常见疾病，有着相当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

心脑血管疾病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有高血压、心率失常、心力衰竭、

心肌梗塞、脑血栓、脑血管梗塞等，都是危险性较大的疾病。心脑

血管具有治疗过程复杂，治疗时间长的特点，因此给患者带来的身

心双重折磨也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在临床治疗中我们发现，有很多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忍受不了长期的病痛折磨，从而放弃治疗或不

积极主动的配合治疗，这对病情的康复有很大的影响，对治疗效果

也会产生影响[4]。因此在心脑血管的临床护理中要提高护理的效率，

心内科的护理一直都是医院十分重视的环节，心内科的护理人员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采用更人性化、更全面的护理方式提高

护理效果。本文探究的是护理干预在心内科的护理效果，良好的护

理干预相比于以往传统的护理模式更具人性化的特点，通过全面的

护理流程提高患者对护理的良好感受，良好的护理干预包括对患者

的健康教育、心理护理、饮食护理、运动护理和药物护理，通过健

康教育提高患者对自身病情的科学认知，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护理

治疗依从性，树立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观点。通过心理护理树立患者

的治疗信心，使患者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通过饮食护理强调患

者的科学饮食，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通过运动护理帮助

患者制定科学的运动计划，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通过药物护理避

免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减少用药风险的发生[5]。 

通过此次对本院 88 例心内科患者的护理效果调查来看，我们

发现采用护理干预手段的观察组患者在护理效果上更显著，具体表

现为相比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况改善的效

果更好，入院时和两个月后不良生活习惯的改善情况也较好，并且

对护理的满意度也更高。由此可以说明，护理干预措施对心内科患

者有十分显著的护理效果，护理干预相比于常规的护理模式更注重

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和细节护理，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患者的护理需

求，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可以及时发现并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

心理状态，使患者更积极的面对治疗，并提高患者得治疗依从性，

因此护理干预措施应该在心内科护理中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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