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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门诊健康宣教对心内科特需患者血压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陈 靓，沈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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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门诊健康宣教的加强对心内科特需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分析加强门诊健康宣教的

应用效果，将某院 82 例心内科特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后，使用电脑随机分组，两组患者分别应用不同护理措施，

即常规护理和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门诊健康宣教护理，比较护理结果。结果 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

果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心内科特需患者护理期间采取加强门诊健康宣教的方法后，患者的血压

水平和护理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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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rengthening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on blood pressu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Liang Chen, Wenxia Shen* 

Speci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on pati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82 pati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a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compute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namely routine nursing and strengthening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y comparison, the nursing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of special needs patient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the blood pressure leve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strengthening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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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内科是临床中的重点科室之一，主要的治疗方

向为当前各种心血管类型的疾病，随着近年来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取得了较大的变化，

这也导致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

势，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心内

科疾病相对比较严重，死亡率也比较高，因此在临床

中受到了非常高的重视。有相关研究对心血管疾病患

者的情绪状态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患者的情绪状

态都不是非常的理想，主要是由于大部分患者对疾病

均缺乏认知能力，导致不良情绪和心理压力的出现，

这些情绪都会对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造成影响，从而导

致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不佳。这就需要在护理期间

为患者采取有效的健康宣教，让患者在治疗期间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根据医嘱进行用药和生活，

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本文就门诊健康宣教对心

内科特需患者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过商讨后，将研究的开始时间定为 2020 年 12

月，并与 2022 年 8 月结束，将这一期间收治的 82 例

心内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电脑随机分组后比较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通过表 1 显示对比结果。所有

患者对本次研究均已知情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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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经过诊断后均符合诊断标准。 
1.2 方法 
对照组和观察组均实施相同的治疗措施，即药物

对症治疗，并在这一基础上为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

预，即基本的健康教育和病情监测以及基础护理等等，

并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如有异常要及时进行处

理。观察组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加强门诊健康教育，详

细护理措施如下： 
（1）疾病认识教育。大部分患者出现心理压力和

负性情绪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疾病缺少了解和恩智，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充分了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以

及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根据患者个人的文化程度和

理解能力等内容，为患者制定更符合患者认知特点的

健康宣教的方式。可以采取一对一口头宣教、文字教

育以及视频播放和问答教育等多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来

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为患者讲解关于心血管疾病的

病因、诱因以及临床症状等内容，向其介绍心血管疾

病的相关知识，从而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不

仅如此，还需要向患者的家属介绍有关心血管疾病的

相关知识，得到患者家属的理解和配合，从而降低患

者的心理压力[1-2]。 
（2）心理卫生教育。心内科患者在治疗时需要长

时间的治疗周期，同时患者的病情也比较复杂，在长时

间的治疗过程中，患者会被疾病影响导致出现严重的心

理压力和负性情绪，从而导致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受到影响。因此护理人员就需要多和患者进行交

流和沟通，根据患者的实际心理特点和心理压力来源，

为患者介绍良好心态的重要性，保持良好的心态可有效

的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改善其生活质量。教育患者在

日常护理中，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其自身的疾病，提升

对心态的控制能力，保持积极良好的情绪面对治疗[3-4]。

同时要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让患者感受到尊

重和温暖，以稳定的情绪面对治疗。 
（3）药物知识介绍。在患者治疗期间，患者需要

用到比较多的药物进行治疗，并且需要长期服药，从

而控制患者的症状。因此这也要求护理人员在护理期

间对患者的用药和理性进行控制，帮助患者树立正确

的用药观念和想法，根据医嘱服用药物，降低不良反

应的发生几率。如患者在护理期间出现恶心或呕吐等

常见的不良事件，要及时让患者停药并采取有效的干

预措施。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者的服药和血压

记录进行定期的检查，同时要指导患者保持稳定的血

压，保持稳定的血压更加有利于患者病情的康复。 
（4）生活方式干预。对于心内科疾病而言，保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其康复有着非常必要的存在意义，护

理人员需要及时向患者介绍合理饮食的重要性和有效

饮食对患者病情的影响等等，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充分的

分析后，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饮食状况以及体质状况为患

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饮食方案，要求患者多食用素食和

清淡的食物，减少甜食的摄入。同时，还需要告知患者

在生活中保持适当的训练，不要过于疲劳，要以自己身

体可以承受为主[5-6]。如果患者有烟酒史，尽量让患者戒

烟戒酒，不要熬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5）院外健康教育。在患者出院后，护理人员要

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在随访中以提升患者自我护理

能力为主，引导患者遵照医嘱进行用药，并保持合理

健康的饮食和运动训练强度，同时保持定期的随访频

率来巩固其健康知识水平和治疗效果，避免病情复发。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收缩压（SBP）和舒张压

（DBP）水平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本次对比依据。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是本次进行数据处理的软

件，在进行分析处理后，分别采取±标准差和 n（%）

来表达计量和计数，并采用 t 和 χ2 进行数据的检验。

经过对比后，如组间数据差异较大则通过（P＜0.05）
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表 1 为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2.2 表 2 位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控制效果对比

情况。 
2.3 表 3 为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x s± ，n,%） 

组别 例数 年龄跨度（岁） 平均年龄（岁） 
性别（例） 

男 女 
观察组 41 40～80 60.49±5.43 23 18 
对照组 41 41～80 60.13±5.22 22 19 
χ2/t 值  0.3847 0.4112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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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控制效果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SBP（mmHg） DBP（mmHg）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1 175.34±7.38 167.27±9.35 103.26±3.22 101.38±3.23 

对照组 41 176.99±7.31 173.22±8.67 102.33±3.28 102.32±3.88 

t 值  0.5948 7.4839 0.5748 1.33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1 22（53.65） 18（43.90） 1（2.43） 40（97.56） 

对照组 41 17（41.46） 18（43.90） 6（14.63） 35（85.36） 

χ2值     15.6544 

P 值     ＜0.05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是临床中的常见疾病类型，该疾病的

发病通常是由于患者的心理因素、生活习惯和社会环

境的异常所导致，一旦患有心血管疾病，其死亡率会

大大增加，因此该疾病也成为了临床中的常见问题类

型。由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及病情的发展都和患者的

心理、行为以及社会各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

在治疗期间如果只是采取传统的药物治疗，也无法满

足患者的治疗需求，改善患者的预后并提升其治疗效

果[7]。而随着近年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有更多不

同的护理干预措施随之在临床中有了更加广泛的应

用。而健康宣教就成为了在临床中应用逐渐广泛的一

种护理措施，健康宣教主要是通过具有组织和计划的

系统化社会教育活动来改善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

行为习惯从而使患者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消除

不良影响的措施，是对心血管疾病进行预防和治疗的

关键性举措，可以有效的帮助患者在治疗期间树立正

确及科学的健康意识，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本

次研究中，比较了不同护理干预下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和干预前后的血压水平对比，经过对比后发现，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干预后的收缩压水平对比存在

显著差异，其他不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在心内科特需患者护理期间采取加强

门诊健康宣教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血压水

平，并提升其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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