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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者并发症的预防作用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沈 慧 

泰州市人民医院西八区（CCU）  江苏泰州 

【摘要】目的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者并发症的预防作用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 选择我院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收治的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者 84 例，使用随机投掷法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组 42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进行干预，实验组采用针对性护理进行干预，

对比两组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结果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小于对照组，差异

明显（P＜0.05）；护理后两组生活质量均升高，且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结论 针对

性护理干预在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者中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针对性护理；冠脉造影；冠脉支架手术；并发症；生活质量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Hui Shen 

West 8th District (CCU), Taizhou People's Hospital, Tai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coronary stenting.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coronary stenting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targeted nursing. The 
complications during nurs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coronary stenting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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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全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

临床常见的心脏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造

成心肌缺血。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手术能够较快对

梗死相关通道进行开通，重建缺血部位心肌血运[1]。

集检查与治疗为一体，具有止血迅速、微创手术、

疗效显著以及术后恢复较快等优势[2]。但术后常会

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治疗会威胁

患者生命安全。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使减少并

发症，提升治疗效果促进患者恢复[3]。此次实验，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

者并发症的预防作用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 年 1月-2021 年 12 月收治的冠脉

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者 84 例，使用随机投掷法将

其分为两组，分别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组 4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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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实验组男 22 例，女 20 例，年龄 47-76 岁，平

均（61.54±10.25）岁，病程 3h-11 个月，平均（5.14
±3.11）个月，疾病类型：心绞痛 21 例，稳定型冠

心病 10 例，急性心肌梗死 11 例。对照组男 21 例，

女 21 例，年龄 46-77 岁，平均（61.51±10.17）岁，

病程 2h-10 个月，平均（5.16±3.21）个月，疾病类

型：心绞痛 22 例，稳定型冠心病 8 例，急性心肌梗

死 12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以及疾病类型

均无明显差异（P＞0.05），可以比较。 
纳入标准：①依据《稳定性冠心病诊断与治疗

指南》[4]中相关标准，临床确诊为心脏疾病且需行

冠脉造影以及冠脉支架手术患者；②年龄＜80 岁；

③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伴随抑郁症等精神疾病；②伴随

进行心力衰竭、严重室性心律失常以及急性心肌炎；

③伴随其他器质性病变；④伴随脑、肝、肾功能异

常；⑤具有低钾血症或者洋地黄中毒；⑥伴随凝血

功能障碍；⑦意识模糊，无法进行正常交流。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进行干预，要求进行健康

宣教，术前检查，术后用药指导，进行心理护理和

饮食护理，生命体征监测，预防并发症。 
实验组采用针对性护理进行干预，要求：（1）

对患者心功能情况进行评估，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

鼓励患者多喝水，方便造影剂排出体外，但需加强

监测，防止因饮水过多导致心脏负荷加重，恶化病

情。（2）低血压尿潴留。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手术

治疗患者术后容易出现迷走神经反射性低血压，主

要表现为脸色苍白、心悸等。加强心理护理，缓解

患者不良心理情绪，降低低血压风险。观察患者尿

量，老年男性患者容易出现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应

在术前指导患者进行床上排便，术后应卧床避免术

侧肢体弯曲，必要时留置导尿管。（3）心律失常。

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手术患者术后容易出现心律失

常，也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护理人员应加

强心电图和生命体征的监护，对心率、血氧饱和度、

血压等生命体征做好记录，如果出现心率、血压等

的异常情况，立即通知医师采取保护措施。（4）穿

刺部位血肿。导致穿刺部位血肿的常见因素有拔管

后未按要求对该部位进行压迫以及操作不当导致动

脉血管后壁刺破，未按压住针眼等。护士应告知患

者，避免抬高床头，及时更换敷料，观察血肿情况，

一旦发生血肿应尽快处理，避免导致缺血性坏死和

假性动脉瘤的发生。（5）下肢静脉血栓。冠脉造影

及冠脉支架手术患者术后常需要长期卧床，其是导

致深静脉血栓发生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下肢肿

胀、疼痛等。护理人员应加强对下肢血液循情况以

及肿胀情况的监护。给予患者患侧踝与趾关节活动

指导，协助患者家属对患者下肢进行按摩促进血运。

（6）严格监测生命体征，遵医嘱给予镇痛、持续低

流量吸氧以及术后禁食，严格监视手术创口，及时

换药或更换敷料，保持创口清洁干燥，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避免感染。保持病房环境光线、整洁、通风、

安静，对长时间卧床患者帮助其翻身以防压疮，帮

助家属为患者进行身体清洁，保持身体干燥，避免

皮肤感染。给予饮食指导，告诉家属多食用矿物质、

维生素、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和新鲜水果蔬菜，避

免食用豆浆牛奶等产气多的食物。帮助患者进行一

定范围的锻炼，给予患者康复指导，注意循序渐进，

帮助患者养成良好作息，保证充足睡眠。了解患者

需求并给予帮助，注重心理护理，鼓励患者积极康

复。 
1.3 观察指标 
（1）记录对比两组住院期间并发症的发生情

况，包括低血压、尿潴留、心律失常、穿刺部位血

肿以及深静脉血栓。（2）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SF-36）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价，

SF-36 量表包含生理功能、生理职业以及躯体疼痛等

8 项，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进行计算与分析，计

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法比较；计数

资料以 n（%）表示，使用χ2 检验法比较；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并发症 
对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并发症进行记录，其中实

验组出现低血压患者 1（2.38）例，尿潴留 0（0.00）
例，心律失常 0（0.00）例，穿刺部位血肿 0（0.00）
例，深静脉血栓 0（0.00）例，总发生情况 1（2.38）
例，对照组低血压 2（4.76）例，尿潴留 1（2.38）
例，心律失常 1（2.38）例，穿刺部位血肿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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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深静脉血栓 1（2.38）例，总发生情况 6（14.28）
例。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小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
＜0.05，P=0.048，χ2=3.896）。 

2.2 生活质量 
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价，记录评

价结果，其中实验组护理前生理功能评分（60.42±8.
35）、生理职能（51.84±8.24）、躯体疼痛（58.41
±9.13）、活力（60.52±8.97）、社会功能（69.24
±9.84）、情感职能（70.56±10.48）、精神健康（5
8.47±10.55）、总体健康（56.31±10.21），护理后

相关评分分别为（74.24±10.65）、（67.28±10.64）、

（70.64±10.24）、（80.47±10.34）、（81.58±12.
48）、（90.75±10.99）、（79.61±10.34）、（74.5
8±12.47）。对照组护理前生理功能评分（60.54±8.
41）、生理职能（51.47±8.47）、躯体疼痛（58.74
±9.85）、活力（60.47±9.31）、社会功能（68.34
±9.52）、情感职能（70.24±10.86）、精神健康（5
8.64±10.37）、总体健康（55.96±10.47），护理后

相关评分分别为（65.14±10.52）、（58.41±10.37）、

（62.24±10.14）、（70.62±9.85）、（74.26±10.6
2）、（80.63±10.28）、（70.39±10.29）、（63.28
±11.28）。实验结果显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均无明

显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生活质量均升高，

且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伴随人们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结构的改变，临床

上出现越来越多冠心病患者，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全[5]。冠心病

属于慢性疾病，该病的致病因素复杂多样，支架植

入手术能够解决局部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改善心

肌血液循环，但是对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不起

作用，其属于全身动脉系统性进展性疾病，经支架

植入后不能完全避免其他危险因素，比如脑动脉堵

塞或肾动脉堵塞等[6]。患者还需要长期进行药物治

疗以及功能训练，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导致患者出

现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情绪，而手术也伴随着风险，

患者会出现恐惧等不良心理情绪，且容易出现一系

列并发症，影响患者生活质量[7]。针对性护理干预

能够针对术后相关并发症采取护理措施，有效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8]。 
此次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小于

对照组；护理后两组生活质量均升高，且实验组高

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据报道[9]，冠心

病患者经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手术有效提升生活质

量的主要原因有，冠脉狭窄以及闭塞之后对血运进

行重建能够有效改善心肌缺血症状，帮助心肌运动

功能恢复，缓解心绞痛等症状，同时给予焦虑、抑

郁患者良好的心理护理，帮助患者缓解负性情绪，

且当学籍缺血再灌注之后心功能不全情况得到有效

的改善，进而有利于提升患者活动能力，同时冠脉

造影和冠脉支架在救治冠心病患者生命与护理人员

护理质量相关，其对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明显。

针对性护理通过结合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术后患者

病理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加强并发症的

观察与护理，当出现异常是能够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从而明显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在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

术后患者中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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