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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心内科患者用药安全的效果

侯海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心内科患者用药安全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1年 8月~2022年 10月我院心内

科就诊患者 90例，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 45例（常规用药护理），观察组（常规用护理基础上加强用药安

全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不良反应及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在心内科患者护理中加强用药安全护理，能够提升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水平，有效降低不良反应

发生风险，提升患者用药安全性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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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medication safety in patient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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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patients in cardiology.

Methods Selected 90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1 to October 2022,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medication nursing), observation group

(strengthening medication safety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compared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medication safety knowledge, adverse reac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drug safe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knowledge level of patient drug safet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mprove the drug safety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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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饮食结构的

改变、生活压力的增加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因素影响，

导致心内科疾病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1]。心内科即心血

管内科，是诊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科室[2]。其治疗的疾

病包括心绞痛、猝死、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早搏、心肌病心律不齐等，且均具有发病危急、进展

迅速、病势凶险等特点。心内科疾病复杂又多样，其

危害与影响十分巨大[3]。一般治疗方式为药物治疗，而

常用心内科药物种类繁多，药理作用各不相同，患者

用药时会存在不同程度不良反应风险，进而对患者病

情恢复以及生活质量产生较大影响，不利于预后。再

加上患者对疾病、所用药物等不了解，易出现恐惧、

焦虑等消极情绪，导致患者遵医性降低，进而影响治

疗效果[4]。因此，对心内科患者强化用药护理，对保障

患者用药安全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作用。故此，对心

内科患者给予有效护理干预对用药安全的影响进行探

讨，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1年 8月~2022年 10月我院心内科就诊患

者 90例，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 45例，男 29例，

女 16例，年龄 42~76岁，平均（57.37±4.04）岁；观

察组 45例，男 28例，女 17例，年龄 43~75岁，平均

（57.43±4.12）岁。两组的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P＞

0.05）。

1.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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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给予常规用药护理。待患者取完药物后，

指导患者用药方法、用药相关注意事项等，并定期对

患者人体进行相关检测。观察组：在常规用药护理基

础上加强用药安全护理。1）强化护理人员药学健康知

识及相关用药护理技能，增强其安全意识以及提高用

药专业知识水平及用药护理工作的责任心。2）结合患

者文化素养采用适当方式对患者进行关于用药健康知

识讲解，了解用药的必要性，提高其安全用药意识，

并提高用药积极性与遵医性。3）强化药品管理。向患

者发放药物时，应仔细可对患者信息、药品基本信息

等，并依据床号将药物摆放。将常用药、非常用药、

特殊药品等进行分类管理。4）严格监督患者用药。对

于口服类药物，应告知患者严格遵医嘱用药，定时、

定量的规律用药。若需静脉滴注或注射药物，应安排

专人遵医嘱、药品说明等严格操作。5）患者用后药后，

应注意密切观察其用药后不良反应情况，若出现异常

及时上报并给予相应处理措施。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并进行对比。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护理满

意度量表进行判定。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5.0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χ±s）

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

观察组在识别药物、用药方法、用药时间、配合

用药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两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两组不良反应事件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3 讨论

心内科患者大多需服用药物进行治疗，并且心内

科患者多以高血压、冠心病急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居多，

具有病程较长且以反复，同时需长期进行用药治疗，

不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还易引起诸多并发症，

导致患者出现心理障碍，降低其依从性，不利于后续

治疗、护理等工作开展[5]。由于病情具有复杂性，可能

还需同时使用多种药物进行联合干预，再加上患者个

体差异性影响，在药物治疗期间极大的增加并发症风

险。一旦心内科患者出现用药不当行为，可能会出现

心率、血压等异常情况，甚至发生血栓等危险事件，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6]。因此，对于心内

科患者用药安全问题已被临床医疗工作者重视。并且

给予有效护理措施十分必要。但部分患者对药物认识

浅显，对于用药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导致患者不重视

遵医嘱用药，进而导致错误用药的情况增多，甚至患

者已出现相应的不良反应，拒绝用药等状况。以往常

规用药护理，仅仅简单告知患者用药方式、用量及不

良反应等，导致护理效果不佳。而通过强化用药护理，

增强患者正确用药意识，充分了解药物知识、治疗效

果等。通过对患者进行用药安全知识宣教，使患者能

够提升规律用药的安全意识，促进其知信行水平的提

升。并且在训教期间，正确指导患者掌握药物颜色、

外形及用法用量等。并告知患者针对不同病情给予所

用药物也不同等，使其对安全用药知识熟悉并掌握，

进而提高自我安全用药意识与正确行为。此外，应考

虑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如年龄、文化程度、素养等方

面因素影响，使其认知能力、接受与学习能力参差不

齐，因此，需给予针对性的家康教育方式，比如利用

多媒体播放相关健康知识短片、发放宣传小手册等，

利于患者加深对健康教育内容印象与理解。通过此护

理措施，能够有效纠正患者对用药安全知识的错误理

解、认知，从而提升药物有效性与疗效，改善预后[7]。

由本文研究结果可发现，采用强化用药护理的观

察组在识别药物、用药方法等方面掌握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且并发症发生率也较对照组低。同时，与对

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也明显提升，得到患者

认可。说明护理措施在心内科患者用药安全中具有积

极作用。是因为患者对用药安全认知水平不高，用药

重要性认知不足。通过对患者讲解有关用药安全相关

知识，不仅能够提升其正确用药积极性，还可纠正其

不良用药行为，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此外，通过加强

对护理人员关于药学知识培训，提升其用药护理责任

感，为患者提高优质的用药护理服务，建立良好护患

关系，提高药物治疗有效性，利于患者病情恢复。

综上所述，在心内科患者护理中，通过强化用药

安全护理，不仅能够提升患者对用药安全的认知，还

可减少不良反应事件，并得到患者的认可，应用价值

较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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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用药安全知识掌握情况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识别药物 用药方法 用药时间 配合用药

观察组 45 5.04±1.25 5.12±1.14 5.46±1.08 5.69±1.37

对照组 45 3.25±1.48 3.07±1.52 3.46±1.85 3.64±1.59

t 2.643 3.581 3.025 3.242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技术 护理态度 护理及时性 健康教育

观察组 45 21.51±1.26 24.24±1.57 23.18±1.22 21.73±1.97

对照组 45 13.43±1.39 18.37±1.55 18.14±1.61 16.35±2.23

t 7.762 8.957 8.958 14.799

P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忽视用药禁忌 随意加减药 私自换药 担心不良反应拒绝服药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5 0（0.00） 1（2.22） 1（2.22） 1（2.22） 3（6.67）

对照组 45 4（8.89） 3（6.67） 3（6.67） 5（11.11） 15（33.33）

χ2 10.534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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