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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应用于心内科护理服务中的效果评价

李信鸿

莱西市人民医院 山东莱西

【摘要】目的 探讨研究优质护理在临床的应用价值，并深入分析将此项干预措施应用在心内科护理工

作中，验证其有效性。方法 收集 107例在 2021年 9月~2022年 10月期间我院心内科收治的病例，判定其

符合纳入标准后，展开分组研究，后对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情况、生活质量评分进行调查，对

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并将其予以整合做详细阐述。结果 经统计分析后，观察组在心理状态、护理满

意度情况、生活质量评分统计中，各项指标均远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达到 P小于 0.05，存在对比性。结

论 将优质护理运用在心内科护理工作中，其护理效果良好，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且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获得患者一致认可与满意，建议应用。

【关键词】心内科； 优质护理； 护理效果

Effect evalu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application in cardiology nursing service

Xinhong Li

Laixi People's Hospital Laixi,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o
deepl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ursing care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Method to collect 107 cases in
September 2021 ~ October 2022 during our cardiology admitted cases, determine its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group study, after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status,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score, to the
data analysis, comparison, and will be integrated to elaborate in detail. Results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far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statistics, and the data reached P of less than 0.05, which was comparative. Conclusion Using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nursing, excellent nursing effec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negative moo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can be unanimously recognized and satisfied by patients,
recommende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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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科室，在心内

科最常见的疾病类型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瓣膜性

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以及心肌病等心血管疾病[1]。

心内科患者病情复杂多变，凶险异常，据相关调查

显示，近年来，心内科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并

且此类疾病病程较长，并发症较多，具有较高的病

死率，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威胁

到患者生命安全。因此患者在治疗期间常会出现比

较严重的不良心理情绪，这将影响患者疾病的治疗

与护理效果，对此，需为患者提供理想的个性化护

理服务十分必要。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 107 例在 2021 年 9 月~2022 年 10 月期间

我院心内科收治的病例，判定其符合纳入标准后，

展开分组研究，组别命名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

组：男女占比为 30/23，年龄区间 36~65岁[平均年

龄 48.25±2.02岁]，其中冠心病、脑出血、慢性心力

衰竭占比分别为：12/22/20；观察组：男女占比 32/22，

年龄区间 45~66 岁[平均年龄 50.92±2.18 岁]，其中

冠心病、脑出血、心力衰竭占比分别为：15/21/18，

基本资料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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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对照组实施我院常规护理，观察组以常规护理

为基础，加以运用优质护理：1）组建优质护理小组，

并对小组成员的真实情况实行层次分级，将护理工

作细化实行责任制，以此来增强护理人员的责任意

识。并定期对护理人员的护理服务内容、护理服务

质量、心血管专业知识进行培训与考核，不断优化

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可引入组织内竞争机制，促进

组员之间有效学习，强化其责任感[2]。除此之外，

每月开会研讨临床护理工作，搜索心内科护理等相

关文献，分析总结，结合心内科临床护理体会，以

此改善临床护理服务内容，进一步规范相关护理措

施。2）心理护理：由于心内科疾病病程较长且易反

复，大部分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护理

人员需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实时了解患者

心情变化趋势，及时排解、疏导患者负性情绪，不

断对其进行鼓励。多向其展示治疗成功案例，提高

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并对患者提出的疑虑，结合自

身专业知识，对其进行答疑解惑，使患者心理顾虑

不断减少，提升患者配合治疗的积极性。3）健康教

育：根据患者受教育程度，选择适合患者的方式对

其进行健康教育指导，耐心向患者讲解心内科疾病

的相关知识，其内容包括疾病的致病因素、治疗方

案、治疗效果等，以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充分调动患者治疗积极性与护理配合度。4）环境护

理：为患者营造整洁、舒适、安静的病房环境，为

患者调控好室内温度与湿度，勤通风换气，做好病

房消毒杀菌处理工作，防止出现交叉感染，使患者

置身于舒适的病房内，使患者身心得以放松，促进

其尽快恢复健康[3]。5）生理护理：患者在治疗期间，

护理人员需严密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密切观察

患者生理、病情情况，该疾病易诱发肠道方面的疾

病，因此需加强此方面的防护，另外，患者需长期

卧床静养，护理人员需定时为其按摩，以促进其肠

胃正常蠕动，并叮嘱患者清晨空腹饮用适量温水，

以此达到促进肠胃蠕动、清洁肠道的效果[4]。除此

之外，还需加强患者卫生方面的管理，避免患者出

现压疮。6）饮食护理：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为其合理

搭配饮食，保证患者营养均衡摄入，同时使其能够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饮食以清淡、低热量、低脂

肪、低盐、富含维生素、易消化的食物为宜，可多

食新鲜果蔬，禁食辛辣、生冷、刺激性食物[5]。7）

运动护理 视患者恢复状况，指导患者合理运动，同

时对患者户外活动次数予以合理控制，避免运动量

过大以致其过度劳累，增加身体负担，适量的运动

可有效增强患者自身抵抗力，促进患者尽早恢复健

康[6]。

1.3判定标准

分别实施不同的护理措施后，对两组患者心理

状态、护理满意度情况、生活质量评分进行调查，

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并将其予以整合做详

细阐述。

1.4统计学方法

纳入此次研究中的 107例心内科患者涉及到的

计量资料数据都行 t值来进行检验 ，（χ±s）、（n%）

表示，组间比对用单因素方差来检验，两组所以数

据都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来计算，显示P＜0.05，

说明此次纳入研究的 107 例心内科患者实施护理后

的数据之间有明显差别，可以进行此次试验统计学

对比。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情况、生活质量评分进行比较（χ±s）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满意度情况
生活质量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2.75±11.25 31.65±11.19 43.67±12.38 32.15±11.99#Δ 20(37.0) 32(59.3) 2(3.7) 52(92.3） 89.72±2.33

对照组 41.38±11.26 37.69±12.68 43.53±11.32 38.81±11.06# 22(41.5) 18(34.00 13（24.5） 40（75.5） 70.1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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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心内科属于医院必要且特殊科室，收治的患者

多以高血压、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高发病率疾病为

主，老年人是此类疾病的发病群体，由于老年患者

年龄较大，机体常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加大了临床

治疗与护理的难度，若治疗与护理方法不当、不够

合理，将給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7]。由

此可见，心内科疾病的治疗效果与护理质量密不可

分，其护理工作将会对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

产生直接的影响，为改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加速

患者康复速率，需根据患者实际病情，给予患者针

对性、个性化的护理进行辅助干预[8]。本文研究，

在心内科护理中分别运用了常规护理（对照组）与

优质护理（观察组），分析结果表明，观察组在心

理状态评分中各项数据以及患者对其自身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均显一定优势性，且护理效果突出，可实

施性显高。优质护理是以常规护理为基础，加强对

护理人员的培训，增强护理人员自身综合素养，以

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保证患者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

全面的护理服务[9]。积极主动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

及时给予患者针对性心理护理，排解患者不良情绪，

加强健康教育，使患者能够正确客观的认识疾病的

基本情况，了解自身病情的阶段，提升患者对疾病

的正确认知，树立正确的医疗观念，使其保持良好

心态、稳定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10]。期间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使其注重饮食健康，指导患者在

其能力范围内适度运动，增加了患者机体免疫力与

抵抗力，进而改善患者身心健康状况，为疾病治疗

提供有效辅助作用，促进患者尽早康复。

综上，通过科学合理的运用多种护理措施，综

合发挥了优质护理的临床实施价值，且提高了整体

治疗有效性，并获取患者一致认可、满意，建议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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