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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对心血管外科患者治疗期间 

应激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王智峰 

烟台莱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烟台 

【摘要】目的 探讨心血管外科患者在治疗期间，实施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对应激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

响。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从本院精心挑选了 80 名心血管外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遵循随机原则，将这些患者

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有 40 名患者，接受的是常规护理；而研究组同样包含 40 名患者，但他们接受的是医护

合作型护理管理模式。随后，系统收集并对比分析了两组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的效果差异。结果 研究组患者术后

的心率与平均动脉压相比对照组呈现出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出现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一差异在

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 针对心血管外科患者的救治，采用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能够显著降低

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应激反应和并发症，呈现出更为卓越的护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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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llaborative nursing management between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on stress respons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patients 

Zhifeng Wang 

Yantai Laizhou People's Hospital, Yantai,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medical staff cooperative nursing management on 
stress respons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cardiovascular surgery patients during treatm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80 cardiovascular surgery patients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randomization,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mong them, there were 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The research group also included 40 patients, but they received a collaborative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between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 Subsequently, the system collected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effectivene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heart rate 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 of the study group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requency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is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patients, adopting a collaborative 
nursing management approach between medical staff and nursing staff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atients' stress reactions 
and complications during treatment, presenting more outstanding nursing outcomes. 

【Keywords】Collaborative nursing management between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Stress 
respons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心血管外科手术是临床医学领域内极具挑战性的

操作，它要求医疗团队，包括麻醉专家、护理人员及手

术医生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的紧密协作，以确保手术流

程的顺畅执行[1]。为了促进患者术后身体机能的快速恢

复，减轻其经济负担，并加速出院进程，围术期的护理

工作显得尤为关键。既往，心血管外科的患者所接受的

是常规性的护理方式，这种方式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病人的不良心理反应，减少围手术期并发症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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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但其执行往往依赖于护理人员的单方面努力，且缺

乏足够的标准化，致使整体护理成效受限。与之相比，

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模式着重强调医生与护理人员的

共同介入，其目的在于通过双方的密切协作来增强护

理工作的标准化程度与实际效果[2]。鉴于此，本研究对

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模式在心血管外科患者治疗期间

对应激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时段内，在我院接受诊疗的 80 名心血管外科患者。

入选条件：全部患者均满足心血管外科的临床确诊标

准，并均需施行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已充分知情并主动

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存在手术禁忌证的患者；

存在精神障碍疾病的患者。根据随机化原则，将研究对

象划分为两个组别：对照组（包含 40 名患者，其中男

性 22 名，女性 18 名，平均年龄 61.30±4.11 岁）与研

究组（同样包含 40 名患者，其中男性 23 名，女性 17
名，平均年龄 61.82±4.43 岁）。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

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的是常规护理模式，而研究组则采用

了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方案，该方案的具体实施内容

概述如下： 
（1）医护合作型术前护理管理。医护人员需依据

自身的临床经验与专业知识，对患者的状况进行全面

评估。在这一过程中，需综合考虑患者的体检报告，通

过对心电图及生化指标的细致分析，来审慎判断手术

实施的可行性。在充分了解并分析患者的体检数据后，

方可为患者妥善安排手术时间。医生应向患者说明手

术的重要性、手术步骤中的核心注意点、可能遇到的并

发症以及针对这些并发症的管理措施。在此期间，护理

人员承担起了协助患者完成手术前各项检查与预备任

务的责任，并向患者详细阐释检查结果，对患者的各种

疑问给予迅速且准确的解答。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患

者，护理人员需要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旨在消除或减轻

患者的负面情绪。 
（2）医护合作型术中护理管理。当患者进入手术

室后，医护人员需展现出热情、细致且耐心的态度，与

患者进行交流互动，以此建立患者的信赖感，让患者体

会到被关注与鼓励，进而缓解他们对新环境的紧张与

担忧，能够使患者保持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即将开展的

手术治疗。在手术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与主刀医师紧

密配合，持续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波动，一旦察觉任何

异常情况，立即向医生报告，并迅速启动相应的防治措

施，确保手术的安全进行。 
（3）医护合作型术后护理管理。手术结束后，护

理人员应立即清除手术区域的血迹，仔细整理患者的

着装，并保障其顺利移送至病房之中。在此过程中，特

别注意对手术切口的有效保护，并采取加强保暖的措

施。当患者从麻醉状态中苏醒后，护理人员需要立即通

知其手术已成功完成，并详细交代术后的各项注意事

项。随后，护理人员会根据患者的术后身体状况，量身

定制一套康复计划，循序渐进地引导患者进行康复锻

炼，同时提供科学的饮食指导，以加强患者的营养摄入。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在手术后的心率以及平均动脉压进行

对比分析。 
对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出现频率进行对比分析，其

中并发症涵盖出血、呕吐恶心以及血管迷走性反射等。 
1.4 统计学分析 
在本研究中，采纳了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对所得的全部数据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对比分

析。对于计量数据，采用了 t 值和 sx ± 来表征，而计

数资料则通过卡方值和百分比（%）来表示。若 P 值小

于 0.05，则判定该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后的心率与平均动脉压对比 
研究组与对照组手术后的心率分别为（74.42±

6.13）次/分与（83.84±7.45）次/分，t=6.175，P=0.001；
研究组与对照组手术后的平均动脉压分别为（117.46±
8.67）mmHg 与（135.38±12.69）mmHg，t=7.374，
P=0.001；手术后，研究组患者的心率及平均动脉压相

较于对照组呈现出显著降低，这一差异在统计学层面

具有显著性（P＜0.05）。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5%（1 例），对照组

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17.5%（7 例），χ2=12.500，P=0.001；
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出现频率显著降

低，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0.05）。 
3 讨论 
心血管外科手术因其较高的风险性，往往会使患

者陷入焦虑情绪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可能导

致患者对手术产生抵触心理，不配合医护人员的操作，

这不仅会致使手术时间被迫推迟，并且在极端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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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对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模式通过更直观的方式帮助

患者认识心血管手术的全貌。该模式下的护理小组涵

盖了主治医生和护理人员，他们利用医疗视频及健康

宣教材料，向患者详细介绍手术过程。特别是通过展示

成功案例的视频，有效安抚了患者的情绪，提升了其配

合度。在手术进行中，医护人员需密切留意患者的情绪

波动，并尽力满足其合理需求，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3]。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在

手术后的心率以及平均动脉压均呈现出显著降低，同

时，其并发症的发生频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这说明通过实施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能够降低患者

心率与平均动脉压的波动，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探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医护合作型护理管理根据患者的具体

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及策略。在饮食

方面，应为患者规划食谱，减少高脂食物摄入，鼓励多

食用高蛋白食品。医护团队需依据患者的术后恢复状

况，设计合适的康复训练，旨在缩短住院时长[4]。治疗

前，医护人员需向患者家属详细说明术后注意事项，以

防伤口感染，护理过程中应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

确保病房温湿度适宜，加强术后保暖，并严格遵循无菌

操作规范。患者家属需辅助患者翻身，预防术后康复期

间发生褥疮，并及时向医护人员反馈护理需求[5]。术后，

患者应积极配合治疗，根据个人康复进展调整训练强

度，增强体质，预防并发症。在护理期间，医护人员需

持续监测患者的心率与平均动脉压，努力降低并发症

风险，若患者出现出血、频繁呕吐等症状，应立即着手

实施治疗措施，并在必要时迅速联系主治医师展开紧

急救治，以期加速患者的康复进程[6]。 

综上所述针对心血管外科患者的救治，采用医护

合作型护理管理，能够显著降低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应

激反应和并发症，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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