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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心血管护理中的应用 

蒙洪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对人性化护理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为了提升当前心血管科室中的护理水平，以

人性化护理和常规护理作为本次对比项，以本院的 86 例心血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组后实施上述不同护

理方式，主要目的是比较两组不同护理方式下效果。结果 在对比后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效果存在明

显差异（P＜0.05）。结论 在心血管患者治疗期间采取人性化护理后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显著改善，同时还能

提升科室内护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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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rsing level in the current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humanized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were taken as the 
comparison items, and 86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above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group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humanized nursing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and the 
nursing level in the department can als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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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这也导致当前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不断上升，成为了威胁人们生命

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这也对心血

管疾病的治疗和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疗

机构需要不断的将治疗效果和护理效果提升才可以

满足当前人们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人性

化护理是近年来临床中常见的一种护理干预措施，

这种护理干预措施主要是以人性化理念作为护理中

心开展的一种护理干预方式，且在临床护理中取得

了良好的护理效果和应用价值，在护理工作中将人

性化的理念进行充分体现，不仅可以有效的促进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护理满意度，同时也为医院的发展

提供了更加合理的保障[1-6]。本文就人性化护理在心

血管护理工作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分别是研究的开始

和结束时间，将这一期间内的 86 例心血管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并比较其一般资料，两组患者男

女比例分别为 23∶20 和 24∶19，平均年龄分别为

（61.26±5.16）岁和（62.03±5.42）岁，不具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分别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即对照组

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在这一基础上采取

人性化护理，详细护理措施如下： 
①一般护理。患者在准备手术前，对手术缺乏

了解，因此会导致患者出现焦虑和恐惧等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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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性情绪，这也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依从性造

成了较大的影响和威胁。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在护理

的过程中多和患者交流沟通，将手术的大概治疗过

程和可以达到的治疗效果向患者进行介绍，降低患

者的负性情绪，提升患者对治疗的信心，从而以更

良好的心理状态面对治疗[7-11]。同时护理人员还可以

带领患者机器家属对病房内的设备进行参观，提升

患者的安全感，并将治疗后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前告

知患者家属，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②生活护理。护理人员要定期对病房进行清洁，

保证病房内的通风以及舒适度，同时还需要将室内

的温湿度根据实际的体感进行合理调节。根据患者

的病情需要，为患者提前准备在护理过程中可能会

用到的一些物品。患者如果在护理期间呼吸道有痰

液无法咳出，护理人员要定期为其进行吸痰，并在

吸痰后将痰液的颜色、性状和量进行充分的观察和

记录，并引导患者定期进行合理强度的训练，以提

升其机体免疫力，在护理过程中还将抢救药品和仪

器提前准备[12-16]。 
③营养护理。患者在卧床期间，精神压力较大，

同时也承受着较大的身体疼痛感，而这一过程也更

加要求患者保持充足的营养摄入，避免营养不良。

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更具

科学性的饮食规划，多食用富含蛋白质和热量的食

物，忌辛辣刺激。 
④心理护理。患者在患病的过程中，极易被疾

病影响导致产生心理压力以及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

郁情绪，护理人员要通过和患者的交流及时发现影

响患者心理状态的因素和原因，并观察患者的情绪

和状态，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并告知患

者进行自我情绪调节的方法，同时引导患者家属对

陪伴患者，给予患者积极的心理暗示，从而改善患

者的情绪状态[17]。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情况和生活质量作

为对比依据，分别采用 SAS 量表、SDS 量表以及

QLQ-C30 量表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处理 
为了提升研究的准确性，统计学处理是非常必

要的步骤之一，本次研究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来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分析处理后，会对计

量和计数进行不同方式的表达，分别是±标准差和

n（%）；其次对数据进行检验会采用 t 和 X2 进行。

经对比后，组间差异较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视

为（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情况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比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对比（x±s） 

指标 时间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SAS 
干预前 54.26±3.22 55.11±3.41 1.2635 ＞0.05 

干预后 42.13±3.26 31.06±2.54 11.2203 ＜0.05 

SDS 
干预前 54.63±3.16 55.28±4.86 0.5998 ＞0.05 

干预后 47.13±3.66 33.59±2.46 20.1666 ＜0.05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x±s）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物质功能 躯体功能 

对照组 43 41.66±3.15 36.84±3.62 34.69±4.65 27.86±3.65 

观察组 43 45.99±4.89 42.89±3.53 39.87±3.61 33.59±2.45 

t 值  6.5266 8.4154 6.2381 7.5494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现阶段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提升，该

疾病也成为了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

且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较高，是很多老年患者死亡

的重要原因。因此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也成为了更多

人重视的一项内容，人们也对医疗水平和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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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人员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

专业能力和操作技巧，同时在护理工作中情商水平

也要不断提升才可以满足当前人们的护理需求。同

时，随着医疗水平不断的提升，当前的护理治疗已

经无法跟上医疗水平的需求，护理人员需要具备一

定的心理学知识以及专业素质。护理人员在具备相

应心理学知识才可以及时的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

并根据患者心理状态和情绪为患者采取更加针对性

的护理措施，从而才可以将患者的心理压力进行降

低，提升患者的护理依从性，改善其心理状态使患

者可以以良好的心理状态面对治疗，提升患者的治

疗信心和康复速度。而人性化护理是近年来常见的

一种护理干预措施，这一周护理措施主要是以人文

理念为中心和基础，更加注重对病人的照顾和尊重，

服务理念更加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利用人性化护理

服务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时，护理人员需要遵守以

人为本的护理原则和理念，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同时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不断促进护理质量的

提升。在本次研究中，以人性化护理和常规护理作

为对比项进行了比较发现，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患

者和对照组患者在护理后的情绪状态以及生活质量

都存在较大差异（P＜0.05）。 
综上所述，在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采用人性化护理可以将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不良情

绪进行显著改善，同时患者经过护理后生活质量也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相比常规护理应用和推广价值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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