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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心血管介入手术期间的护理配合措施及临床效果。方法 为探究更加有针对性的介入

手术配合措施，于我院心内科中选取 82 例患者作为实验研究对象，其均存在有不同类型的心血管疾病，符

合心血管介入手术治疗条件。使用随机数字法将 82 例患者平均分配为不同组别，每组 41 例患者，即使用常

规护理的对照组和使用护理配合干预的观察组，并对比两种不同模式下的临床效果。结果 经实验结果对比

来看，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出现 1
例便秘，1 例尿潴留以及 1 例失眠情况，并发症发生率 7.31%；对照组出现 2 例便秘，2 例尿潴留、3 例失眠、

2 例褥疮以及 1 例切口感染，并发症发生率 24.39%，对比来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于心血管介入手术期间实施护理配合干预，可以有效提升护理质量，缓解患者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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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cooperation measures and clinical effects during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al surgery.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ore more targeted intervention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82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s cardiolog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research subjects, all of 
whom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hich meet the conditions of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al 
surgery.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82 pati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4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nursing cooperation 
intervention, and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different mod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1 case of constipation, 1 case of urinary retention, and 1 case of insomnia.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7.31%; the control group had 2 cases of constipation, 2 cases of urinary retention, 3 cases of insomnia, 2 
cases of bedsores, and 1 case of incision infection. ,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24.39%. By comparison, the 
complica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cooperation intervention during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al surge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reliev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patients. 

【Keyword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terventional Surgery; Mental Status; Complications; Clinical 
Effects 
 

前言 
心血管疾病是老年阶段的高发病、常见病，会

给患者身体带来持续性的伤害，严重时甚至会危及

患者生命安全。目前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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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分为两种，即以药物为主的保守疗法和手术疗

法，前者可以改善因心血管疾病带来的临床症状，

但是见效缓慢，手术疗法主要为介入手术，可以直

接通过置入导管并除去阻塞血管的血栓，见效更快
[1]。但是由于介入手术需置管，且有创，对医护人

员专业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且在该过程中，患者可

能会伴随有严重的负面情绪，风险性较高，临床上

对于该情况，应加强护理配合，以此来提升针对性。

本次对照实验中，笔者便探究了于心血管疾病介入

手术治疗中应用护理配合干预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次实验中，共选取研究对象 82 例，存在有

不同的心血管疾病，是心内科于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8 月收治。据详细调查，组内 82 例研究对象均被

确诊为心血管疾病；能够依从医护人员；患者及家

属已同意，且在相关同意书中签字。另外，组内患

者无精神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肝肾功能障碍或存

在有严重感染性疾病患者。在入组后，采取随机数

字法将 82 例患者分配为使用不同护理方法的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 41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女患者

比例为 22∶19，年龄在 44~79 岁之间，平均年龄

（68.75±3.26）岁；观察组中包括有 20 例男性患者

和 21 例女性患者，平均年龄（64.23±2.95）岁，对

比来看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于对照组中实施常规护理。 
1.2.2 观察组 
（1）术前护理配合 
介入手术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效果，多被应用

于处于急性期的患者中，在对其实施治疗前，首先

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如准备术中所需物品，包

括有心电监护设备、吸氧装置、吸痰装置等，且为

防患于未然，也应准备相关的急救物品。同时，在

患者进入手术室前，护理人员要核对患者信息，确

认无误后签字才可进入手术室，且还应及时检查其

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电解质等，为手术的开展做

好准备。患者在心血管疾病急性期间，其心理状态

较差，需及时对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如加强

与患者间的沟通，双手紧握患者手部，多多通过言

语鼓励患者，以此来尽可能的缓解其心理压力[2]。 
（2）术中护理配合 
首先，介入手术治疗对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要

求非常高，在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应严格根据相

关规范化操作标准配合医生完成手术。其次，手术

过程中，需为患者使用到多种导管，尤其是静脉循

环，护理人员要密切关注导管情况，保障导管稳定

性，同时需严格保障其通畅性[3]。最后，在手术过

程中患者意识清醒，应分派一名护理人员与患者交

谈，向其介绍介入手术的优势，并注重观察患者的

神情变化，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及时采取针对性

的处置措施。 
（3）术后护理配合 
在介入手术后，依然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

征变化情况，同时要注意便秘、尿潴留、切口感染

等并发症的预防。如可适当为患者按摩、热敷，注

重病房环境氛围的构建，同时也要鼓励患者排尿、

排便。在饮食方面，应当根据患者的个性化要求以

及术后注意事项制定相应的饮食计划，大致可包括

禁止食用刺激性食物，增加维生素、纤维素、蛋白

质的摄入量。 
1.3 观察指标 
实验观察指标以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以

及并发症发生率为准。 
焦虑评分使用 SAS 焦虑量表评测，最高分值

100 分，分值越低表示患者焦虑状态越低；抑郁评

分使用 SDS 抑郁量表评测，最高分值 100 分，分值

越低表示患者抑郁情况越轻微。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择 SPSS20.0，

以上观察指标分别使用（分）、（%）表示，使用 t
或 X2 检验结果，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有统计学

意义，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见表 1） 
从表 1 来看，使用护理配合干预的观察组，患

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2.2 （见表 2） 
从表 2 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来看，观察组并发

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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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1 62.87±5.23 42.12±7.58 63.36±3.85 41.85±4.11 

对照组 41 62.36±5.85 51.58±5.06 64.02±3.55 51.69±5.21 

t 值  0.554 6.854 0.254 7.415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n 便秘 尿潴留 失眠 褥疮 切口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41 1 1 1 0 0 7.31% 

对照组 41 2 2 3 2 1 24.39% 

X2 值       4.585 

P 值       ＜0.05 

 
3 讨论 
介入手术作为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心血管疾病治

疗方法，有较高的临床疗效，但是由于其属于有创

性操作，且手术部位较为特殊，因此在治疗时对技

术要求非常高，并要有较高的护理配合度，以此才

可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提升介入手术治疗效果[4]。

常规介入手术护理工作中，存在有较大的不足，并

不能有效提升护理针对性。从实际调查来看，心血

管疾病患者在疾病发作的急性期间，会有明显的濒

死感，因此导致其心理负面情绪较为严重，而常规

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的工作重心位于生理方面的

护理，而本次实验中于观察组所使用的护理配合干

预则改善了这一问题，较之常规护理更具综合性、

全面性、针对性，从表 1 来看，在护理后，观察组

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分别为（42.12±7.58）分、

（41.85±43.11）分，反观对照组在护理后的焦虑、

抑郁评分分别为（51.58±5.06）分、（51.69±5.21）
分，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其次，通过表

2 并发症情况来看，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仅为 7.31%，而对照组仅为 24.39%，观察组明显更

低，（P＜0.05）。 
从本次对照实验中分析来看，于心血管介入手

术治疗中应用护理配合干预有极高的临床价值，应

继续于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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