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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的护理效果观察

丁 悦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人民医院 江苏盐城

【摘要】目的 探讨心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80
例心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全方位护理。比较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心绞痛 VAS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焦虑 SAS评分

和抑郁 SDS 评分、心绞痛 VAS评分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血管内科急性

心绞痛患者实施全方位护理效果确切，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和缓解心绞痛，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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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angina pectoris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Ding Yue

People's Hospital of Funing County, Yanche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Yancheng,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angina pectori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cute angina pector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ll-round nursing. Anxiety SAS score, depression SDS score, angina VAS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anxiety SAS score, depression SDS score and angina VAS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angina pectori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is accurate, which
can reduce the adverse mood of patients and relieve angina pectoris,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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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绞痛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由于

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暂时缺血、缺氧所致。该

病发病急、病情迅速、反复发作，发病时会有短暂

的胸部疼痛、闷胀、上肢疼痛等症状，通常会引起

患者的运动能力下降，甚至会出汗[1-2]。急性心绞痛

的发病原因并不明确，与长期劳累、情绪激动、天

气等因素有关[3-4]。本病以中老年人为主。药物治疗

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急性心绞痛疗法，分为西医和

中医。然而，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我们发现，在

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护理干预，可以达到更好的效

果。本研究将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80例心

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

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全方位护理[5-6]。比

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心

绞痛 VAS评分、护理满意度，探析了心血管内科急

性心绞痛患者的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80例心血管内

科急性心绞痛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其中男性 19名，女性 21名，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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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为 64.16±11.72；
学历：初中及以下 2名，高中、中专 20名，大

专及以上学历 18名。对照组男性 20名，女性 20名，

50~73岁，平均年龄为 64.35±11.14；学历：初中及

以下 3 名，高中、中专 19 名，大专及以上学历 18
名。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全方位护理。

(1)放松训练：放松训练分为精神放松和肌肉松弛两

种，这是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放松训练，病人需要

仰卧或静坐，全身的肌肉始终处于松弛状态，一天

一次，持续 25分钟，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疼痛作用。

(2)病房管理：定期进行消毒、通风，保持病人舒适

的生活环境，并对病人的生活用品如床单、毛巾等

进行消毒，避免病人发生感染。同时要让病人有充

足的睡眠时间，保持病人的安静。避免灯光和噪声

对病人造成的不良影响。护士要及时为病人做好翻

身准备，为病人提供舒服的坐姿。（3）加强健康教

育：在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应加大对病人的健康

教育，向病人和家属解释急性心绞痛的发病机制、

护理要点和并发症预防措施，以增强病人对自身的

健康意识，通过播放视频、发放健康手册等方法，

让病人了解自己的病情。（4）强化病情监控：护士

要严密监控病人的生命体征，定期进行各项检查，

并指导病人进行有效的肌肉放松训练，避免身体僵

直，及时向医生报告，并配合医生进行相应的治疗。

另外，要尽量让病人保持仰卧，或者是打坐，这样

才能更好的恢复。(5)心理护理：患者因害怕疾病，

对医院不熟悉，导致患者出现焦躁、抑郁等不良情

绪，护士要及时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情况，

同时要对患者进行详细的讲解，告知患者治疗的重

要性，并耐心的为患者解答疑问，满足患者的合理

需求，给予患者必要的鼓励和帮助，积极主动和患

者多进行沟通交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在心绞痛发作的

时候，病人会有一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这种情绪

会加强交感神经的亢奋，使心脏的需氧量增大，从

而导致心绞痛的发生。需要通过健康教育，让病人

认识到情绪与心绞痛之间的联系，学会适当的放松

方式，正确地安排工作、生活，并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6）饮食指导：护士要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

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告诉病人饮食要选择低

盐、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以减少心绞痛的发生

频率。另外，要注意避免吃辛辣、冰冷、过热、辛

辣等食物，多吃高纤维高维生素食物，保证饮食平

衡，促进新陈代谢，防止便秘。（7）出院教育。指

导患者合理运动和休息，疲劳或过度运动会导致心

肌耗氧，引起心绞痛。在缓解期可以做一些运动，

比如慢走、打太极拳、骑自行车、上下楼梯等，如

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胸口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要马上停止运动，在原地休息，服用硝酸甘油，保

持心态平静。 指导患者规避过度劳累、情绪激动、

饱餐、寒冷刺激、用力排便等不良因素，以预防心

绞痛的发生。指导病人遵照医嘱服药，并自行监控

其不良反应。出门时要备好硝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心绞痛 VAS评分、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处理

SPSS23.0软件中，计数χ2统计，计量行 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焦虑SAS评分和抑郁SDS评分、心绞痛VAS
评分

护理前两组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心

绞痛 VAS评分比较，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

低，而其中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护理前后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心绞痛 VAS评分比较（x ± s, 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VAS

实验组 护理前 54.45±8.81 56.37±5.36 5.37±1.36

护理后 33.12±1.21 38.21±1.56 1.21±0.12

对照组 护理前 54.91±8.42 56.13±5.25 5.33±1.38

护理后 42.56±4.23 45.57±2.56 2.56±0.67

2.2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实

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97.50%分，而对照组的护理满

意度是 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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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急性心绞痛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临床

症状以心脏剧烈绞痛为主，一般会持续 3-5 分钟。

急性心绞痛多见于中老年人，其病因以冠心病为主，

同时，有较重的甲状腺功能亢进、贫血等心血管疾

病[7-8]。一般急性心绞痛后，一般会服用速效救心丸

和硝酸甘油，这两种药物可以在 3-5 分钟内减轻心

绞痛[9-10]。

心绞痛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属于冠

心病的一种常见症状。有关研究显示，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病率与年龄成正比，而高血脂、高血压

患者患冠心病的几率较高。心绞痛患者要注意心态

平和，不要过度劳累，同时要注意及时服药，以免

加重病情[11-12]。为了更好的改善预后，必须要进行

针对性的护理。而随着护理技术的不断提高，对病

人进行高质量的护理措施也越来越受到广大护士的

关注，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在急性心绞痛患者

中，经全方位护理，可通过健康教育、药物护理、

运动指导、心理疏导方法，可以帮助病人更好地理

解自己的病情[13]。本文从心理、生活、用药、教育

等方面对急性心绞痛进行了全面的护理。通过对病

人的护理，可以提高病人的神经兴奋程度，调整病

人的心脏和血管功能，促进病人的身体和心理恢复

健康。

急性心绞痛是心血管内科最常见的一种病症，

它的诱因是冠心病，一般在 5分钟左右，症状轻微

的患者可以自己恢复，也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病情，

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所

以尽早诊断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治疗过程中，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病人的遵从意识会降低，从

而不利于提高疗效，全方位护理干预是一种系统化、

科学化的护理模式，它充分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护

理思想，并结合病人的具体状况，为病人制订相应

的护理计划，通过心理疏导、健康教育、饮食护理

等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既能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及时

的了解，又能有效地改善病人的临床症状，提高病

人的生存质量，因此患者对全方位护理的满意度提

高。

综上，心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实施全方位

护理效果确切，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和缓解心绞痛，

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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