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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运用于心内科介入治疗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探讨  

李辉，周脉芳，付虹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中医医院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运用于心内科介入治疗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心内科介入治疗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心

理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分、护理满意度、心内科介入手术全程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造影剂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实验组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心内科介入手术全程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造影剂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0.05。结论：心内科介入治疗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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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80 patients with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random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anxiety HAMA score and depression HAMD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whole time 
of interventional operation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contrast medi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anxiety 
HAMA score and depression HAMD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is de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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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比较高，除了遗传原

因之外，还与患者的生活、工作压力、生活习惯等

有关。心脏疾病是一类慢性病，需要长期服用药物

来减轻病情，防止病情恶化[1-2]。以往心脏疾病的治

疗以药物为主，其依从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而

且随着病情的持续发展，其依从性也逐渐降低，是

目前心脏疾病治疗中最大的难题。随着人们的生活

水平的提高，心脏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渐上升，而

这类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是中老年人[3-4]。目前，

心脏介入治疗是目前治疗疾病的主流方式，具有创

伤小、疗效好、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但由于中老年

人的观念比较保守，对病情的认识不够透彻，因此

在治疗中很难与医疗工作相结合[5-6]。另外，虽然介

入治疗是一种很重要的心血管疾病干预方法，它具

有快速康复、疗效确切、损伤小的优点，但大部分

患者因为长期处于疾病的困扰，对介入治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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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导致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

从而影响疗效，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使病人在

治疗过程中，更好地配合，从而提高病人的治疗效

果[7-8]。 

本研究探析了心理护理运用于心内科介入治疗

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心内科介

入治疗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31-76 岁，平均（48.21±2.27）

岁，男 29 ：女 11 。对照组年龄 32-75 岁，平均

（48.78±2.91）岁，男 24：女 16。两组一般资料统

计 P＞0.05。本研究经伦理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在术前与医师进行肝功

能、肾功能、心电图等相关的常规检查，并记录病

人的病史、过敏史。术后注意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

做好体位护理，饮食干预，防止并发症发生。 
实验组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1)加强和

谐护患关系的建立。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了解患

者需求，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实现高质量护理的

关键。对住院病人进行细致耐心的解释，指导病人

进行分诊、初诊，并完成基本数据的确认和记录。

特别是重症心脏科患者，要与患者的家人保持良好

的沟通，了解患者的病史、过敏史等情况，并做好

记录。(2)对病房的环境进行了优化。心内科病人的

禁忌情绪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要给病人创造一

个稳定的、稳定的病房环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

要优化病房的环境，定期进行通风，改善室内的空

气品质，定期更换被褥，改善病人的病床环境，给

病人一个舒适的休养空间。同时，对长期卧床、行

动不便的病人，要配合病人的家人做好皮肤清洁工

作，减少褥疮的发生。同时，加强对心内科病区的

进出人员的管理，实行入户登记，记录进出次数，

并做好进出人员的流动管理。(3)加强对病人的心理

疏导。做好心内科病人的心理护理，对于稳定病人

的病情，促进病人的恢复，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是非常必要的。在住院期间，对病人的主诉及家属

的意见进行评估，在住院后，对病人进行一次问卷

评定，以评估病人的抑郁和焦虑状况，并采取相应

的干预措施。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分、护理满意度、心内科介入手术全程时

间、术后住院时间、造影剂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计数 χ2统计，计量行 t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分 
护理前两组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

分比较，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

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2.2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 

2.3 造影剂不良反应发生率 
实验组造影剂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实验组无造影剂不良反应，而对照组造

影剂不良反应 6 例，占 15.0%。 
3 讨论 
心脏疾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该病的高发

人群是老年人，其病因有很多，比如生活方式不合 

 

表 1 护理前后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分比较（x±s,分） 

HAMA 评分 HAMD 评分 
组别（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40) 21.32±3.33 12.21±2.03 18.33±1.22 11.34±1.74 

实验组(40) 21.37±3.52 9.02±1.23 18.45±1.15 6.13±0.93 

t 0.191 20.256 0.134 15.389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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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40) 20 12 8 32(80.00) 

实验组(40) 30 10 0 40(100.00) 

χ 2    6.806 

P    0.009 

 
理、饮食结构不合理等，都有可能引发和诱发心血

管疾病的心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心律失常等。

这种病症是复杂的，而且极易复发，因此在临床上

进行治疗和护理是十分危险的。若不及时发现、及

时处理或护理措施不当，将会对病人的生命安全产

生极大的危害。护理工作直接关系到该病的临床质

量和疗效，因此，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高

质量的护理干预，才能提高临床疗效，促进病人的

康复。 
心血管的介入是一项新的技术，它通过血管穿

刺途径进入心脏或血管内进行诊断和治疗。心血管

内科的介入治疗是一种比较困难的方法，它是在病

人周围的血管上打一个 1-2 mm 的小孔。由于介入手

术对病人的伤害较轻，仅需局部麻醉，手术过程中

能保持意识，术后恢复良好，住院时间短，因而深

受病人的青睐。心血管介入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

快，是一种比较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但由于大

多数心血管病患者在术前对介入治疗的认识不足，

加之介入治疗的成本较高，加之家庭环境等原因，

导致患者会出现消极的情绪，导致出现一系列的应

激反应，导致手术过程中不配合，导致病情恶化。 
心内科的介入能对病人的精神状况产生一定的

影响，对治疗的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病人

进行心理护理，能有效地激发病人的治疗热情，改

善病人的不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使病人更加积

极地进行治疗。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焦虑 HAMA 评分和抑郁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心内科介入手术全程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短于对照

组，造影剂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心内科介入治疗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联合

心理护理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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