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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冠心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 

刘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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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使用预见性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 纳入 2022 年 7 月~2023 年 7 月内于

我院进行护理的冠心病患者共 120 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60 例）和观察

组（预见性护理干预，60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前两组心脏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观察组左室射血分数和 E/A 比值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不良心血管事件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心率、心指数和每搏输出量干预后差异无意义（P＞0.05）。结论 对冠心病患者实施预见性

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其心脏功能，减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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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using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ho received nursing care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2 to July 2023 were includ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60 
cases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60 cases with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rious cardiac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and E/A ratio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art rate, heart index, and stroke outpu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cardiac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which has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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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一种

由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引起管腔狭窄或闭塞，导致

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1]。随着现代生活

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病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2]。为了有效预防

和控制冠心病，预见性护理作为一种先进的护理理念，

正逐渐受到广大医护工作者和患者的青睐。预见性护

理是通过对患者病情的深入了解和全面评估，预测可

能出现的并发症或风险，从而提前制定针对性的护理

措施，以达到预防和控制病情发展的目的[3]。本研究中，

即分析了对冠心病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的临床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 2022 年 7 月~2023 年 7 月内于我院进行护理

的冠心病患者共 120 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和观察组（预见性护理

干预）各 60 例。 
其中对照组含男性患者 36 例，女性患者 24 例；

年龄段 40~79 岁，平均（60.15±2.25）岁；病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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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3.59±1.22）年。观察组含男性患者 35 例，

女性患者 25 例；年龄段 40~81 岁，平均（61.64±2.06）
岁；病程 1~6 年，平均（3.46±1.71）年。两组基本情

况接近，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及我院伦理

委员会对研究内容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按照医嘱定时提供药物，保

持病房整洁，给予饮食护理和健康宣教等。 
观察组使用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包含： 
（1）重点监测评估 
对患者病情的全面了解和评估，以及对患者身体

状况的持续监测。护理人员需要详细记录患者的心电

图、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异常情况。还需

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评估其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

程度，为后续的护理措施提供依据。 
（2）预见性健康教育 
护理人员应向患者普及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包括

病因、症状、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等。此外，还需针对

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计划，帮助患

者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3）不良心血管事件预防干预 
冠心病患者容易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

死、心力衰竭等。预见性护理要求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

病情和风险评估结果，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例

如，对于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的患者，应加

强对血压、血糖的监测和控制；对于存在心律失常的患

者，应定期进行心电图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

况。 
（4）强化出院指导 

冠心病患者的出院指导是预见性护理的重要环

节。在患者出院前，护理人员应详细向患者及其家属介

绍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包括饮食调整、药物服用、运动

锻炼等方面的指导。同时，还需提醒患者定期进行复

查，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此外，护理

人员还可通过电话或网络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定期随

访和健康教育，确保患者能够持续接受有效的护理指

导。 
1.3 观察指标 
（1）对比干预前后患者心脏情况。主要观察指标

包含心率（HR）、左室射血分数（LVEF）、心指数、

二尖瓣流入 E/A 比值和每搏输出量。 
（2）对比干预后两组患者出现的心力衰竭、顽固

性心绞痛和恶性心律失常情况，对比其不良心血管事

件的总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 sx ± ”表示计量资料，%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时两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脏情况对比 
干预前两组心脏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观察组 LVEF 和 E/A 比值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 HR、
心指数和每搏输出量差异无意义（P＞0.05），如表 1。 

2.2 不良心血管事件对比 
观察组患者发生的不良心血管事件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心脏情况对比（ sx ± ） 

观察指标 观察组（n=60） 对照组（n=60） t P 

HR（次/min） 
干预前 65.93±7.20 65.04±4.46 0.814 0.417 

干预后 67.42±5.78 66.15±5.94 1.187 0.238 

LVEF（%） 
干预前 59.80±7.11 58.96±7.68 0.622 0.535 

干预后 72.25±7.54 68.14±9.78 2.578 0.011 

心指数（L/min·㎡） 
干预前 2.12±0.52 2.14±0.77 0.167 0.868 

干预后 2.23±0.83 2.21±0.75 0.139 0.890 

E/A 比值 
干预前 0.66±0.14 0.64±0.57 0.264 0.792 

干预后 0.97±0.25 0.75±0.20 5.323 0.001 

每搏输出量（ml） 
干预前 55.91±8.35 56.41±9.06 0.314 0.754 

干预后 65.26±7.41 64.36±8.41 0.622 0.535 



刘瑞娟                                                                    预见性护理在冠心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 

- 135 - 

表 2  两组干预期间不良心血管事件对比[n,(%)] 

组别 心力衰竭 顽固性心绞痛 恶性心律失常 总发生率 

观察组（n=60） 1（1.67%） 1（1.67%） 0（0.00%） 2（3.33%） 

对照组（n=60） 4（6.67%） 3（5.00%） 3（5.00%） 10（16.67%） 

χ2 - - - 5.926 

P - - - 0.015 

 
3 讨论 
冠心病是指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病变，引起血

管腔狭窄或阻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进而产

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等一系列症状[4]。在冠心病的治疗

和护理过程中，常规护理方式存在一定不足。由于每个

患者的病情、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都有所不同，因

此他们对护理的需求也各不相同[5]。然而，常规护理往

往只关注一些基本的护理内容，如用药指导、饮食调整

等，而忽视了患者的个性化需求，这可能导致护理效果

不佳，甚至加重病情[6]。对此，预见性护理近年来在冠

心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展现了较高优势。 
预见性护理干预强调对冠心病患者的病情进行前

瞻性的评估，预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并提前采取相应

的干预措施。这种护理方式更加注重患者的个体差异

和需求变化，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7]。例如，对

于冠心病患者可能出现的血压波动，预见性护理干预

会通过持续监测和调整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更好地控

制血压，减少心脏事件的发生风险。此外，预见性护理

干预还能显著改善冠心病患者的心脏功能[8]。通过对患

者病情的全面评估和持续监测，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

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导致心脏功能下降的因素，如心

肌缺血、心律失常等[9]。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指

导、运动锻炼等干预措施，预见性护理干预还能帮助患

者改善生活方式，提高心脏功能。最后，预见性护理干

预还能有效减少冠心病患者的不良心血管事件。通过

提前发现并处理可能导致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因素，预

见性护理干预能够降低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10]。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使用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

显著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并减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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