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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护理模式对于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影响 

何 芳，黄 英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  新疆喀什 

【摘要】目的 研讨冠状搭桥手术患者获得连续护理模式的价值。方法 医院在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时

段收治大量冠脉搭桥手术患者，并从中抽取 40 例配合研究，依照双盲法均分，人数 20 例/组。参照组执行基础

护理服务，研究组执行连续护理模式。分析比对各临床研究指标等。结果 生活质量、知识掌握度在干预后比对

研究组显著较参照组高（p＜0.05）；研究组出现低血压、皮下淤血、短阵室速等人数明显少于参照组（p＜0.05）；

与研究组数据比较，参照组组肺功能指标、6min 步行距离较低（p＜0.05）。结论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采取连续护

理模式干预，对病情恢复具有促进作用，并发症控制效果显著，利于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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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ntinuous care model o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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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Methods A large number of CABG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0 to November 
2021, and 4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double-blind metho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as divided into 20 cases/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given basic nursing service,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continuous nursing mode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linical indicators.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knowledge master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P < 
0.05).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hypotension, subcutaneous congestion and short burst of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group,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and 6-min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low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condition and control the complications significantly, which is conducive to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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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中冠心病以高发病率位居首位，冠状

动脉硬化造成痉挛、阻塞，使心肌组织缺血缺氧，还

伴有心绞痛症状，威胁了生命安全。冠脉搭桥手术可

有效预防心肌梗死，提升生活质量，备受重视[1]。如术

后护理效果不佳，会出现并发症，对术后恢复造成影

响。为使整体效果提升，给予有效护理服务意义重大。

相关资料指出，冠脉搭桥手术患者获得连续性护理服

务，并发症控制效果明显，利于预后和日后生活[2-3]。

现对连续护理模式开展的价值做如下分析。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医院在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时段收治大量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并从中抽取 40 例配合研究，依照

双盲法均分，人数 20 例/组。参照组：男女人数比 11:
9，年龄值域 35~72 岁，均值（54.41±2.24）岁，病程

1~3 年，均值（1.25±0.21）年；研究组：男女人数比

10:10，年龄值域 35~73 岁，均值（54.42±2.52）岁，

病程 1~4 年，均值（1.28±0.21）年；对一般资料进行

整体比对，结果无意义（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执行基础护理服务，当患者入院后详细介

绍住院环境，重点实施环境指导，让患者正确用药，

给予合理健康宣教，利于患者尽早恢复健康。研究组

执行连续护理模式，主要措施：（1）心理：针对冠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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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桥手术患者而言，其自身对手术具有一定恐惧，进

而发生紧张、焦虑情绪，如患者出现心绞痛症状，会

体会到死亡感，进而加重自身恐慌、焦虑情绪，影响

疾病治疗和康复。护理服务中需多与患者交谈，明确

患者的心理想法，给予详细心理指导。如向其介绍成

功案例，并邀请患者讲述自身治疗经过。提升患者信

心，出院时向患者发放心理护理和自救的资料，调节

心理状态。（2）饮食：术前家属为患者准备营养均衡

的食物，保证蔬菜、谷物、豆制品、动物类食物均衡，

多摄入新鲜蔬菜、水果，控制主食摄入量，保证碳水

化合物合理摄入。术后不能进食者，2d 内给予肠外营

养干预，当患者病情稳定后，可经口摄食，需维持清

淡饮食，主要以维护心功能作为进食原则。（3）康复：

①运动：术后鼓励患者尽早下床，让其接受床旁、坐

位、座椅训练，逐渐过渡到上下楼梯、步行。遵守循

序渐进原则，控制运动量，防止过量训练。训练时需

让患者服用控制心率药物，监测心率水平，观察呼吸、

意识、面部表情等，运动时间需维持在每天 40min 之

内。②呼吸：入院后指导患者练习腹式、缩唇等呼吸，

脱离呼吸机后，让患者排痰，帮助其摆正体位为头低

卧位、前倾坐位，将胸腔内压口、腹内压提升，打开

声门，借助压力排出分泌物。指导患者练习缩唇-腹式

呼吸时，让其保持平卧位、端坐位，双臂呈下垂状，

吸气时放松腹部，将腹内压提升，呼气时让气体经口

缓慢排出。（4）并发症预防：①恶性心律失常：术后

高发恶性心律失常，成为猝死的主要因素。术后需监

测患者心电波，一经发生窦性心率加快，需遵医用药，

控制心率。低血钾症也属于常见并发症，会导致室性、

室早二联律等心律失常出现，因此重视补钾，每 2h 监

测一次电解质水平，如出现紊乱第一时间纠正，可有

效预防低血钾症发生。②大出血预防：多种因素均可

引发术后大出血，如手术操作不当、术前抗凝、术后

血压上升等，均可造成大出血，术后护理人员需对患

者纵膈心包引流液形状进行观察并做好记录，一经出

现大出血情况，需严格遵医服用止血药物，控制血压

水平，严格监测引流液形状、颜色、引流量等。③急

性肾衰竭预防：因术后大部分患者极易发生低血压情

况，因用药治疗、血容量低等因素，会出现供血不足、

动脉痉挛情况。术后需密切监测血容量，并给予补充，

保证稳定循环，对尿液性状进行严格监测，一经出现

异常，需及时上报并给予紧急干预。（5）出院干预：

当患者出院后，护理人员详细普及预防措施、疾病知

识、注意事项等。借助电话、上门随访的方式，对患

者进行术后随访，针对患者出院后存在的问题给予及

时解决，嘱咐其定时复查，告知患者如出现异常情况，

需及时回院救治。 
1.3 判定指标 
分析比对生活质量、知识掌握度、并发症、肺功

能、6min 步行距离等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5.0 为检验数据的统计学软件，（%）率为

所有计量资料的存在形式，运用 χ2 检验，（x±s）为

所有计数资料的存在形式，运用 t 检验，比对数据差异

明显，统计学存在意义（p＜0.05）。 
2 结果 
比对生活质量、肺功能指标、6min 步行距离指标 
与研究组比，参照组生活质量、肺功能指标、6min

步行距离指标数值均较低（p＜0.05），见表 1。 
2.2 比对知识掌握度 
研究组知识掌握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见表 2。 
2.3 比对并发症概率 
研究组发生低血压、皮下淤血、短阵室速患者共 2

例，参照组发生患者共 10 例，结果 χ2 值=7.619，p 值

=0.005。 
3 讨论 
冠脉搭桥手术可获得多种护理方式，因护理服务

不全面，极易发生并发症，进而出现再堵塞情况[4]。连

续护理模式面世后，不仅对患者给予优质的在院期间

护理和出院后护理，在护理服务中不断总结、及时纠

正以往存在的错误[5-6]。 

表 1 比对各指标水平（ x ±s） 

组别 生理机能 精神健康 情感职能 社会功能 FVC FEV1 6min 步行距离 

研究组（n=20） 83.75±5.12 85.32±6.02 88.32±6.02 88.12±6.12 71.52±10.05 69.28±10.35 356.21±89.32 

参照组（n=20） 72.02±3.21 70.92±4.21 70.32±4.21 74.42±4.32 62.32±11.12 59.21±10.21 284.35±65.35 

t 值 8.680 8.766 10.958 8.178 2.745 3.097 2.903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9 0.003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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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知识掌握度[例（%）] 

组别 疾病知识 治疗知识 康复知识 日常生活知识 

研究组（n=20） 18（90.00） 19（95.00） 18（90.00） 19（95.00） 

参照组（n=20） 12（60.00） 13（65.00） 11（55.00） 12（60.00） 

χ2值 4.800 5.625 6.144 7.025 

p 值 0.028 0.017 0.013 0.008 

 
连续护理实施可使患者更好的提升自我护理知识

掌握情况，规范康复训练，针对并发症实现针对性预

防效果，利于患者康复[7-8]。连续护理模式开展向患者

普及大量疾病知识，更好的掌握疾病，提升自我护理

意识。连续护理可更好的延伸到出院后，可以时刻关

注患者病情变化，给予足够关怀，利于患者配合疾病

恢复[9-10]。 
综上所述，连续护理模式开展后，冠脉搭桥治疗

患者可更全面的掌握疾病知识，控制并发症发生，利

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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