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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模式对重症监护室内心血管疾病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何君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 

【摘要】目的 为更好的缓解重症监护室内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促进患者病情

恢复，对舒适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作进一步探究。方法 以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为研究时间，择取期间内

在我院重症监护室治疗的内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的 80 例作为临床研究目标，依照患者入院时间顺序予以分组，常

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40 例）、舒适护理模式的观察组（40 例），对比临床护理效果（从两组患者的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绪 SAS 评分、SDS 评分、护理总有效率、护理满意度展开数据研究）。结果 统计研究表明，两组

患者在采取不同的护理模式后，通过舒适护理模式的观察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绪 SAS 评

分、SD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护理满意度更高，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对比意义。

结论 分析表明，舒适护理模式对重症监护室内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负性情绪有显著改善作用，有效提升患者的舒

适度，有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获得满意的护理效果，护理效果显著，应用价值良好，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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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mfort nursing mode on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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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better relieve the negative mood of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mprove the comfort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fortable care mode.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80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reated in the ICU of the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40 cases) compared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GCQ score of comfort, negative mood SAS score, SDS score, total nursing response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Statist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two groups in different nursing mode, through the comfort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GCQ score, negative mood SAS score, SDS score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nursing,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e data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re obvious, P < 0.05, vs. g.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negative mood 
of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fort of patients, is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condition, obtain satisfactory nursing effect, significant nursing effect and good application value,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and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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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指涉及心脏以及心脏中动脉、静脉、微

血管的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的统称[1-2]。近年来，由于不

良的生活方式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导致心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给人们的身体健

康和生活质量带来较大的影响。即使现代医学治疗手

段和检查手段相对完善，但仍有 50%以上的患者会意

外死亡或不能自理[3]。因此，大多数重症监护室内心血

管疾病的患者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这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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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的影响治疗效果。考虑到重症监护室内心血管疾

病患者负性情绪的特殊护理需求，常规护理模式的作

用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寻找一种更有效的护理模式十

分重要。本文通过对 80 例重症监护室治疗的内心血管

疾病患者采用舒适护理模式与常规护理模式对照研究，

对两组患者的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绪 SAS 评分、

SDS 评分、护理总有效率、护理满意度作进一步对比

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 80 例内心血管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都于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进入本院重症监护室

治疗，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观察组患者男 22 例，女 18 例；患者年龄（25~78）
岁，均值（53.67±3.49）岁；对照组患者男 21 例，女

19 例；患者年龄（23~77）岁，均值（52.72±3.55）岁；

两组数据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患者

都已明确知道研究过程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纳入标

准：重症监护室心血管疾病患者；年龄＞18 周岁；临

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先天疾病；肝肾等器官功能不

足；多器官衰竭；严重精神障碍；语言障碍；认知障碍；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不愿配合研究工作。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患者入院后，协助患者完成相关检查，监测患者各

项生命体征指标[4]。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由

医护人员为其普及疾病的诱发因素、护理方法及注意

事项等，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让患者了解并正视自身

的疾病，提高患者依从性。 
1.2.2 观察组采用舒适护理模式。具体如下： 
（1）入院宣教。由护理人员介绍住院环境，提高

患者的适应能力，介绍主治医师、责任护士等与患者密

切接触的医务人员，为患者普及疾病的相关知识，介绍

每项检查的目的，增强对抗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配合

度。 
（2）心理舒适护理。重症监护室患者受病情、治

疗效果以及治疗费用等多方面的影响，极易产生恐惧、

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及负性情绪。护理人员可为患者

讲解治疗方法、护理方法及重要性，缓解患者的负性情

绪，使患者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治疗。加强与

患者沟通交流，给予患者鼓励、倾听、安慰等心理疏导，

使患者的不良心理问题得到有效改善，保证治疗级护

理工作可以顺利进行，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快

速康复。向患者介绍治疗效果较好的病例，增强患者治

疗信心[5]。 
（3）环境舒适护理。住院期间为患者创造一个安静、

舒适的病房环境，为患者制定合理的作息时间，使患者

能够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提升患者舒适度，确保患者

可以得到充足的休养，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定期对病房

进行消毒、清扫，减少噪音，明确规定家属探视时间，

探视期间不得大声喧哗影响患者休息。调节适宜的室内

温湿度，保证室内通风及采光良好，有利于患者休息。 
（4）体位舒适护理。观察患者身体状况，定时帮

助患者变换体位，避免发生压疮，给予患者按摩，促进

血液循环[6-7]。 
（5）饮食护理。患者患病期间身体虚弱，根据患

者的机体营养情况，为患者搭配科学健康营养饮食，保

障各种营养均衡，饮食种类多样化，多食新鲜水果、蔬

菜，避免摄入过多高脂、高盐食物，改掉不良饮食习惯，

忌食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的过程中，对两组患者的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绪 SAS 评分、SDS 评分、护理总有效率、

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以此作为研究价值体现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均运用 SPSS23.0系统实行专

业分析，当中计数数据运用（x±s，%）代替，两组差

别比照运用 t、χ2 检测。若两组比照结果 P＜0.05，则

说明实验价值显现。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

绪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绪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

数 
GCQ 评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72.53±8.19 99.39±12.17 59.82±7.85 31.59±5.91 60.74±6.25 32.73±3.28 
对照组 40 72.41±8.23 83.66±12.58 59.69±7.56 42.78±6.58 60.86±6.32 43.49±3.17 

t 值  0.603 7.137 0.638 11.823 0.588 12.796 
P 值  0.561 0.000 0.534 0.000 0.68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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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比较（n，%） 
观察组 38（95.00%），对照组 31（77.50%），观

察组明显更高，P＜0.05，说明存在对比意义。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观察组 39（97.50%），对照组 33（82.50%），观

察组明显更高，P＜0.05，说明存在对比意义。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大多因动脉硬化引起，常表现为心悸、

心率失常、呼吸困难、眩晕等多种情况。心血管疾病是

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

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8-9]。心血管疾病的危害比较

严重，患者的病情与情绪密切相关，情绪波动会导致心

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加重。焦虑、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

会使得心血管疾病患者体内的应激激素水平升高，进

而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加，从而有

加重病情的风险。反之，积极平稳的情绪则有利于心血

管疾病患者的康复。在临床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护理

模式还有护理观念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大家重

视疾病的治疗再去到整体的身心护理，心理方面的护

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占有着

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重症监护室内心血管疾病

患者负性情绪的护理需求，给予患者舒适护理模式对

改善患者负性情绪的效果相比较于常规护理模式更好。

舒适护理模式通过给予患者宣教、心理、环境、体位、

饮食多方面的舒适护理干预，帮助患者稳定情绪。通过

舒适护理调整患者心态，缓解情绪波动，保持乐观积极

的态度面对疾病，降低病情加重的风险。重症监护室心

血管疾病患者要保持情绪稳定，关键在于调整心态[10]。

护理人员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做好充分的护理措施，

通过给予患者舒适护理，使患者可以用积极的心态战

胜疾病，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本次研究，

经临床结果观察显示，通过舒适护理模式的观察组患

者护理干预后舒适度 GCQ 评分、负性情绪 SAS 评分、

SD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护理满意

度更高，对促进患者身体康复有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对重症监护室内心血管疾病患者实施

舒适护理模式对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效果显著，有效

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可以更好的促进患者康复，充分展

示了舒适护理模式的优势特点，护理满意度更高，临床

价值、可行性较高，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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