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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隙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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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无缝隙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效果观察。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院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接收的老年冠心病患者 100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采取抽签的方式将这 100 名患者均分

为对照组患者和实验组患者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追加无缝隙护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护理后，对

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均低于实验组患者。结论 无缝隙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效果显著，患

者的康复进程明显加快，患者家属的护理满意度较高，有助于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升，值得在临床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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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nursing effect of seamless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ia Wang, Li Yang, Ying Tan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Yinchuan, Ningxi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seamless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3 to Ma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for this experiment. These 100 patients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of 50 patients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of 50 patients by drawing lot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dditional seamless care.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and ca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Conclusion seamless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nursing effect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a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recovery process and higher satisfaction from patient families. It 
helps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medical staff and is worth promoting on a large scal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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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相关资料记载，至

2024 年，我国冠心病患者人数或已达到一亿多人，其

中老年冠心病患者约占其中的百分之 60。相较于传统

的冠心病患者，老年冠心病患者具有并发症和（或）伴

发病多、症状不典型、风险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差等

特点，在治疗手段和目标制定、药物选择原则等方面也

有其特殊性。 
老年人是冠心病的易发群体，药物治疗只能起到

暂时控制心率的效果，无论是口服药物还是手术治疗，

对于病情的控制都并非绝对的。但在诊疗过程中患者

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受心理和生理的考验，而有效的护

理措施是减少患者痛苦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分析无缝

隙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效果观察，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之间收治的

100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依据不同护理方式分成实验组

与对照组，每组 50 例。实验组患者中男性 25 例，女

性 25 例，平均年龄（66.07±10.52）岁，平均病程（5.17
±2.82）年。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24 例，女性 26 例，平

均年龄（65.87±10.66）岁，平均病程（5.28±2.60）年，

一般资料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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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

上追加无缝隙护理，具体如下： 
①无缝隙护理小组：为患者安排多名经验丰富、专

业技术过硬的医护人员组成无缝隙护理小组，由小组

成员联合临床医生来共同管理病人[3]。要求公开相关工

作人员的信息以及照片，以此便于病人及其家属提出

反馈建议。 
②无缝隙排班：医护领导应提前制定出 24 小时制

班表，以此让护理人员能够作出合理调整，同时需增加

病人护理高峰时期的人员数量。 
③无缝隙专科护理及注意要点：护理小组在病人

入院接受治疗后，应当对其综合状况作出相应评估，包

括实际病情、生活习惯、疾病和防治认知度、心理状态

等相关内容，评估完成后应将病人的个人信息整理成

册并以此制定护理方案。在开展基础护理内容的过程

中要求护理人员同样有足够的重视程度，不能出现忽

略的状况，积极做好病人各项生命指标检测工作，密切

对病情变化进行相应的观察记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来对并发症有足够的预防。护理人员需要做好相应的

健康宣教工作，可通过多样化的宣教访视措施，如发放

疾病宣传手册等，来向病人进行冠心病基础知识、安全

用药等内容的宣传教育，同时指导其如何正确处理紧

急病情[4]。此外，护理人员还应当强化相应的生活指导

以及心理疏导措施，要能够积极帮助病人建立对抗疾

病的信心，让其保持乐观、愉快的心情；做好病人的饮

食调节工作，要求食物种类保持多样化，确保每日有足

够的维生素、蛋白质摄入量，同时让病人适宜对腹部进

行按摩[5]，确保病人排便顺利降低引发心绞痛的风险。 
1.3 疗效标准 
1.3.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探究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不满意。 
 1.3.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探究两组患者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及肢体功能三

方面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

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满意度 
2.2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表 1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 20 10 40（80.00） 

实验组 50 26 22 2 48（96.00） 

χ2 - - - - 5.843 

P - - - - 0.026 

表 2  生活质量（ sx ± ）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肢体功能 

实验组 50 77.36±12.57 72.42±20.35 73.47±19.83 

对照组 50 53.22±21.47 64.23±18.34 55.64±17.33 

t - 6.252 7.147 10.523 

P - 0.001 0.001 0.006 

 
3 讨论 
冠心病的症状、典型冠心病的症状，也就说心绞痛

的症状，一般来说首先它的发作是以胸疼为主的，或者

是胸疼伴有胸闷，诱因是在运动的当中寒冷的刺激或

饱餐，或者近期有感染或者是快速性失常发作的时候

诱发[6]。典型的心绞痛一般来说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一

般 3-5 分钟，发作的部位常见左胸心脏围绕着乳头的

周围，大约一个手掌大小，发病时患者会感受到压榨性

的、压迫性的疼痛[7]。严重的心绞痛病人会有一种濒死

感，如果疼痛的部位很小，例如一个指尖大小或一个针

尖大小而且是刺痛感和抽痛感，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心

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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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老年冠心病伴随典型的心绞痛相对来说比

较少，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胸痛，只是表现为胸闷、

憋气、乏力，发病的原因较多，但是大部分还是跟运动

增加有关。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的一条血管或者几根血管出现

了问题，不能够良好地供血，适当的运动能够降低身体

里面一些脂肪的含量，但过量运动也会让心脏不堪重

负。但随着病情的加重，不止是在运动的时候会有症状，

在静息状态下也会有[8]。但是只是静态有，而运动之后

反倒是很舒服，一般来讲也不考虑是典型的心绞痛或

者严重的心绞痛。在患者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缓解的

方式一般来说是停止原来的运动，或者是含服相关药

物。临床上常见伴随症状有胸闷、胸疼、牙疼、咽部的

紧缩感或者是左侧上肢发麻等等[9]。 
 老年冠心病患者因年龄较高身体机能退化等原因，

除了心脏本身的问题外，其它器官随着功能的减弱也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血压、肾功能、消化功能

问题，传统的护理模式和常规的护理方案具有一定局

限性，在临床实践中无法为此类患者提供更加灵活多

样的护理方式选择，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患

者丰富完善护理方案，使得患者无法获得最完美的护

理体验。 
无缝隙护理以病人本身为出发点，根据病人自身

的情况不断发掘护理流程中的缝隙，并基于此来让护

理管理能够更全面，在不断对所存问题原因进行探究

寻找中，来不断改革现有的护理方式，从而让病人拥有

更加丰富多样的护理体验和较高的生活质量[10]。相关

研究资料表示，在对冠心病病人实行无缝隙护理中，通

过疾病知识和防治知识的健康宣教，使得病人及其家

属又饿充足的认知；通过饮食指导和生活指导，能够有

效提高其体质，促进病人各项生理功能的康复；通过心

理疏导，能够帮助病人树立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配合

医护人员的疗护工作，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综上所述，通过对冠心病的老年患者实施无缝隙

护理路径，总体的护理满意度较高，值得进行大规模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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