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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并心绞痛患者采用整体护理干预的价值 

陈静娜，金玲丽 

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宁波 

【摘要】 目的 分析整体护理干预在冠心病并心绞痛疾病中的护理价值。方法 选择本社区服务中心于

2019.1-2020.1 月的 74 例冠心病并心绞痛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的方式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37 例，实施

整体护理干预），对照组（37 例，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次数。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次数没有显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次数均要分别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患者护理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整体护理在冠心病并心绞痛疾病中有较高的护理价

值，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次数，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恢复，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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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value of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74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in our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37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7 cases,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beat time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beat ti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beat tim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e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Conclusion: holistic nursing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disease has higher nursing valu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beat times, is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disease,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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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指患者的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

化而使得血管出现狭窄或阻塞的现象，最终引起患者

发生心肌缺血、缺氧后坏死的一种心脏疾病。心绞痛

是冠心病常见的一种症状[1]。因此冠心病并心绞痛在临

床中较为常见，其中患者主要表现为突感心前区闷痛、

压榨性疼痛，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在为冠心病并心绞痛患者治疗的

同时实施整体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2]。

对此，本文分析整体护理干预在冠心病并心绞痛中的

应用价值，现将研究内容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本社区服务中心于 2019.1-2020.1 月的 74 例

冠心病并心绞痛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的方式将所有

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37 例，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

者 14 例，年龄 46-83 岁，平均年龄 62.44±2.17 岁），

对照组（37 例，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年

龄 47-82 岁，平均年龄 62.15±2.36 岁），观察组与对

照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状况等组间资料中无显

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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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冠心病并心绞痛的患者；同意研究的患者。排除标

准：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有认知障碍的患者。 
1.2 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其中指导患者

常规用药，并且将需要注意的事项告知患者。为观察

组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 
（1）心理护理：患者由于受到临床症状的影响会

出现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这会使得患者出现不配

合治疗的现象。因此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实施心理护

理，主动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患

者真实的想法，对患者的遭遇表示同情，结合患者的

个性特点对其实施心理疏导，给予患者关心与爱护，

同时将治疗成功的案例为患者进行讲解，提高患者的

自信心。 
（2）加强病情监测：护理人员一定要密切关注患

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及时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呼

吸等体征，并且将其进行记录。对患者的尿量变化进

行观察记录，同时还需要全面观察患者的面色、意识

状况等。当出现了不良反应时，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

进行处理。 
（3）饮食护理：患者在疾病治疗期间，饮食护理

也非常重要。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多食用富含纤维

以及高维生素的食物，严格控制盐、脂肪以及糖类的

摄入量。 
（4）疼痛护理：患者在病情发作时，会出现心前

区疼痛、压榨痛等症状。对此，护理人员需要为其实

施疼痛护理。引导患者缓慢的呼吸，并且让其放松全

身的肌肉。对于疼痛较为剧烈的患者来说，可以根据

医嘱为患者使用复方丹参滴丸等药物进行止痛。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次数。

对护患关系进行比较，即我院自制问卷对患者满意度

做出统计，以确定护患关系，100 分为总分，非常、基

本、不满意评价范围分别为 85~100、60~84、<60 分，

总满意度=（基本+非常）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x s± ”表示计量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血压水平、心脏跳动次数 
两组患者各有 37 例，护理前，观察组患者的血压

（173.54±4.37）kPa、心脏跳动次数（114.26±3.54）
min，对照组患者的血压（172.89±4.25）、心脏跳动

次数（114.47±3.73），两组患者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

次数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血压（t=0.649，P=0.519），心脏跳动次数（t=0.248，
P=0.805）；护理后，实施整体护理的观察组患者血压

（119.47±3.75）、心脏跳动次数（75.35±2.58），实

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血压（153.65±3.38）、心脏跳动

次数（102.44±3.93），观察组患者的血压以及心脏跳

动次数均要分别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血压（t=41.183，P=0.001），心

脏跳动次数（t=35.051，P=0.001）。 
2.2 对比护理关系 
观察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护患关系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37 29（78.38） 7（18.92） 1（2.70） 36（97.30） 

对照组 37 16（43.24） 13（35.14） 8（21.62） 29（78.38） 

χ2     6.198 

P     0.013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

方式的不断变化，临床中冠心病并心绞痛疾病的患病

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种疾病不仅严重影响了

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同时还对其生命安全造成了威

胁[3]。根据大量临床经验显示[4]，为冠心病并心绞痛患

者使用整体护理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相关症

状，有效促进其疾病的恢复。 
整体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其中护理人员

不仅需要关注患者的病情，同时还需要对患者的饮食

及心理状态等影响患者疾病康复的因素进行护理[5]。将

整体护理运用在冠心病并心绞痛疾病中，首先需要加



陈静娜，金玲丽                                                      冠心病并心绞痛患者采用整体护理干预的价值 

- 183 - 

强患者的病情监测，定时观察患者的血压、心率等生

命体征，同时观察其面色以及意识状态等[6]。然后为患

者实施心理护理，给予患者关心与爱护，同时疏导患

者的不良情绪，以此来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7]。然后在

为其实施饮食护理，指导患者多食用富含纤维以及维

生素的食物，严格控制脂肪、糖类的摄入量[8]。最后为

患者实施疼痛护理，通过体位护理、药物干预的形式

来降低患者的疼痛感，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恢复[9]。在本

次研究中，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血压以及心脏跳动次

数均要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

见整体护理干预可静滴血压和心脏跳动次数，有利于

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此护理方法可行性和有效性较

高。 
综上所述，为冠心病并心绞痛患者实施整体护理

干预后，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相关临床症状，可以有效

促进患者疾病恢复，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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