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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后造影剂迟发型过敏反应的护理干预效果 

杨晓瑜，陈 嘉 

西安市第三医院影像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本文旨在评估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后造影剂迟发型过敏反应的护理干预效果。方法 本次

随机抽取我院 98 例接受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进行分析研究，时间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接受常规护理的 49 例命名为参照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预见性综合护理的 49 例命名为研讨组，分析研究两

组患者接受两种不同护理模式后的过敏反应发生率、护理满意度、心理状态（SAS、SDS）及舒适度（GCQ）的

变化。结果 相比于参照组，研讨组过敏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护理满意度相对较高，且 SAS、SDS 及 GCQ 评分

相对优势 P＜0.05。结论 采用预见性综合护理模式对接受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进行有效干

预，能够显著降低过敏反应的发生率，显著提升患者的舒适度，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并获得了患者的高度

满意，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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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delayed allergic reactions to contrast media after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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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delayed allergic reactions 
to contrast media after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This study randomly selected 98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underwent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49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ere named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49 patients who received predictive comprehensive care were named the study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llergic reactions, 
nursing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SAS, SDS), and comfort level (GCQ)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after receiving 
two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llergic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relatively low,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SAS, SDS, and 
GCQ scores were relatively superior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redictive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llergic reac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 comfort,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achieve high patient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 Keywords 】 coronary arter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sychological state; delayed-type hypersensitivity;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 

 
随着生活品质的日益提升和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冠心病患

者在临床上多表现为典型的胸痛症状，心电图等常规

检测手段可辅助诊断，但确诊通常依赖于冠状动脉

CTA 检查，在进行冠状动脉 CTA 检查的过程中，患者

需要注射造影剂来辅助成像；含碘造影剂的临床应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特别是

随着非离子型二聚体造影剂及其衍生物的广泛运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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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发展，其使用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1]；目

前，全球范围内每年使用含碘造影剂的人数已超过

7500 万人次，然而，随着使用频率的攀升，相关的副

作用也逐渐显现；在临床实践中，大约九成的碘过敏反

应会集中在注射造影剂时以及注射后的 30分钟内出现；

然而，仍有部分患者在接受造影剂注射后的 1 小时至

1 周的时间范围内才表现出过敏反应，这被归类为迟发

型过敏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类过敏反应严重时，

患者的生命健康将面临极大的风险[2]；鉴于此，本研究

纳入我院接受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的治疗的 98 例

冠心病患者展开研究，探析预见性综合护理模式的应

用效果与意义，现将研究成果进行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我院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间接受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的治疗的 98 例冠

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接受常规护理的 49 例

患者被归入参照组，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9 例，

其年龄为 46-76，平均年龄为（61.34±2.64）岁；而另

外 39例在此基础上实施预见性综合护理模式的患者则

被命名为研讨组，男性 17 例，女性 20 例，其年龄为

47-75 岁，平均年龄为（61.58±2.36）岁；研究资料 P＞
0.05，可展开研究；同时，所有患者均自愿加入本研究。

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了解，并已批准进行。 
1.1.1 纳入标准 
意识明晰；能够协作完成研究；确诊冠心病，符合

冠状动脉 CTA、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的适应症。 
1.1.2 排除标准 
信息不完整患者；过敏体质患者；心理障碍患者；

提前退出研究患者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在冠状动脉 CTA 术与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前，为患者详尽介绍疾病相关知识，

阐明手术过程中需要患者积极协作的重要环节，并在

冠状动脉 CTA 术结束后，紧密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

征[3]；研讨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预见性综合护理模式，具

体内容如下：首先，优化病房环境，维持室内温度在适

宜的 22—25 摄氏度范围内，同时控制室内湿度在 50％
—60％之间；定期为室内空气实施消毒处理，确保空气

清新；调节室内光线，保持柔和舒适，避免强烈阳光直

射，以营造温馨宜人的住院环境；其次，深化与患者的

交流，细心聆听患者的叙述，深入了解其心理状态，剖

析引发不良情绪的原因，并提供心理慰藉和引导，帮助

其调整心态[4-5]；向患者详细解释过敏反应发生时可能

出现的体征和症状，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同时安

抚患者，使其不必过度担忧，过敏症状将在接受治疗和

精心护理后逐渐消退；在冠状动脉 CTA 前的准备阶段，

于造影前 1 小时，为患者静脉滴注 500 毫升的生理盐

水；造影完成后，建议患者分次饮用至少 1000 毫升的

温开水；此外，严密监控患者在注射造影剂后的反应情

况，一旦发现异常现象，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详细记

录患者的症状表现；同时，保持与医生的密切协作，确

保患者得到及时、准确的治疗[6]；造影完成后 72 小时

内，需对患者的饮食进行严格管理，为其挑选富含维他

命、膳食纤维的流质或半流质食品，力求口味清淡易消

化，杜绝辛辣、油腻等刺激性强的食物；同时，为了减

轻肾脏负担，建议适量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进而减

缓造影剂的排泄速度。 
1.3 观察指标 
统计分析两组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情况（血压降

低、心动过缓、呼吸困难、皮肤瘙痒等）；采用自制问

卷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详尽的调查；通过统计量表

（SAS、SDS）对两组心理状态作对比，分数越低表示

越佳；通过统计量表（GCQ）对两组舒适度作对比，分

数越高表示越佳。 
1.4 统计学与方法  
所有调查数据均通过 SPSS23.0分析工具进行处理，

计数数据采用（x±s，%）表示，并通过 t、χ2 检测对

比两组差异，若 P＜0.05，则表明实验具有显著价值。 
2 结果  
2.1 两组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经过深入分析与研讨，结果显示研讨组迟发型过

敏反应发生率低于参照组，该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

著性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血压降低 心动过缓 呼吸困难 皮肤瘙痒 总发生率 

参照组 49 4（8.16） 3（6.12） 2（4.08） 5（10.20） 14（28.57） 
研讨组 49 1（2.04） 1（2.04） 0（0.00） 2（4.08） 4（8.16） 
χ2 - - - - - 5.512 
P - - - - -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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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过深入分析与研讨，结果显示研讨组护理满意

度高于参照组，该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P＜0.05，
见表 2。 

2.3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经过深入分析与研讨，结果显示研讨组心理状态

评分相较于参照组表现更为优异，该差异具有统计学

上的显著性 P＜0.05，见表 3。 
2.4 两组舒适度对比 
经过深入分析与研讨，结果显示研讨组舒适度评

分相较于参照组表现更为优异，该差异具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 P＜0.05，见表 4。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参照组 49 20（40.81） 19（38.77） 10（20.40） 39（79.95） 
研讨组 49 28（57.14） 20（40.81） 1（2.04） 48（97.95） 
χ2 - - - - 8.294 
P - - - - 0.003 

表 3  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49 53.27±5.43 42.84±5.23 58.75±1.39 49.98±5.55 
研讨组 49 53.32±5.42 34.54±5.09 58.64±1.35 36.32±5.71 

t  0.045 7.961 0.397 12.008 
P 值  0.963 0.000 0.692 0.000 

表 4  两组 GCQ 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GCQ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49 73.02±9.09 81.55±9.24 
研讨组 49 72.78±9.21 96.38±10.21 

t  0.129 7.538 
P 值  0.897 0.000 

3 讨论 
冠心病，作为心血管领域常见的慢性病症，其发病

核心在于冠状动脉血流供应的减少，进而引发心脏结

构与功能的异常。此病症在老年人群中尤为普遍，而且，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其发病率

不断攀升，对广大民众的健康状况构成了日益严重的

挑战；冠状动脉成像及介入疗法作为冠心病临床诊疗

的重要方法，在医疗实践中，需使用到显影剂，其中非

离子造影剂为首选；然而，造影剂进入人体后，由于其

难以被肾脏代谢的特性，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不

良影响，且容易诱发迟发型过敏反应[7-8]；由于迟发型

过敏反应的发作时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护理工

作的要求也相应较高[9]；传统护理常忽视患者个体差异

与特殊需求，护理成效有限；而预见性综合护理则注重

“预防”与“前瞻性”，其核心目标在于精准识别护理中的

挑战与潜在风险，并提前进行干预；相较于传统护理模

式，更具目标导向和前瞻性，能够显著减少风险事件的

发生。 
本研究中采用了预见性综合护理策略，其护理方

案涉及多个关键环节，环境优化措施旨在提升患者的

舒适感受，使其能够在温馨的环境中放松身心；心理疏

导环节不仅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改善心理状

态，还能提升其自信与乐观态度，使其积极配合各项护

理干预；水化干预和饮食指导则旨在减轻肾脏负担，促

进造影剂的代谢排出，降低其在体内的积聚量[10]；结

果显示，相比于参照组，研讨组过敏反应发生率相对较

低，护理满意度相对较高，且 SAS、SDS 及 GCQ 评分

相对优势 P 均＜0.05；表明，预见性综合护理措施有效

降低了造影剂迟发型过敏反应的风险；同时，心理疏导

有助于患者调整心态，饮食与环境的优化干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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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患者的舒适感受，从而显著提升了患者对护理

服务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对于接受冠状动脉 CTA 及介入术治疗

的冠心病患者，采用预见性综合护理模式展现出了显

著的临床应用效果，深受患者满意与认可；该护理模式

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发生过敏反应的风险，显著提升患

者的舒适度，并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值得临床

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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