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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措施在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雷菊梅 1  柯茜茜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心血管内科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分析综合性护理对于冠心病患者的作用效果。方法：选取在我院进行治疗的冠心病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50 例。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综合性护理。结果：实验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相对较低，并且护理满意度更好，服药依从性评分较好（P<0.05）。

结论：对冠心病患者采用综合性护理护理效果较好，可推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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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常见于中老年人群的疾病，该疾病的发生和日常生活中

的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临床可表现为胸部疼痛以及心律不

齐等症状【1】。该疾病治愈难度极大，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药物来进行

治疗和预防，临床研究显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对患者应用效果较

好，但是该方式需要配合适当的护理措施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因此本

研究对综合性护理实践护理效果进行探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在我院进行治疗的冠心病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50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综合性护理。所选取患者疾病

类型相同，需及时给予治疗，在年龄及性别等一般资料上差异不明显。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给予患者心理和饮食指导，告知患者用药时

间和用药量，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实验组患者行综合性护理。 

1.2.1、药物护理 

用药安全与否与患者的健康和疾病恢复情况直接相关，需要对于

常见用药不良反应原因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有药物因素（药品因保存

不当等收到污染导致药效降低、药物质量原因）、患者自身机体因素、

给药措施不当。给予经验不足的护理人员以培训，让其在资深工作人

员指导下进行正确的给药，从而对其实际能力检验，由资深护理人员

对其做出评价。在冠心病的治疗中，常规药品为拜阿司匹林、消心痛

以及硝酸甘油，需要给予患者以药物指导，使患者明确以上药物用法

用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1.2.2、康复训练 

指导患者保持放松状态，采取一定康复训练措施帮助机体的恢

复。其中肌肉放松方法为：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呈半卧位，依照肌肉收

缩顺序进行训练，由面部开始至颈部、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臀

部、双上肢、双下肢，分别用力收缩后再缓慢舒张，由此达到放松全

身的效果。呼吸放松方法为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呈平卧位，左手置于腹

部而右手置于胸部，用力吸气后将左手缓慢抬至最高点并屏气数秒，

而后缓慢呼气且右手随之抬至最高点，控制患者呼吸频率以达到放松

精神的目的。 

1.2.3、饮食指导 

在很多情况下，该疾病的患者往往出现肥胖或者超重的现象，超

重对于疾病的预后也有不良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热量

的摄入，尤其是出现合并高脂血症的患者，更要注意控制饮食。需要

注意脂肪的摄入量要控制在总热量 20%以下，并且要以植物脂肪为

主，对于含有高胆固醇的植物，例如猪油、鱼籽、动物的内脏等要减

少摄入或者零摄入，可适当进食牛奶和鸡蛋，要增加鱼类、瘦肉以及

家禽类的摄入。尽量少摄入辣椒、花椒、胡椒粉、桂皮、八角等刺激

性食物，对于红薯、芋头、山药以及韭菜等易胀气的食物要减少收入，

注意少食多餐，每次摄入量不可过多，食物要以半流食及易消化的食

物为主【2】。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心理状态用 SDS、SAS 进行列表评估，记录两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对两组服药依从性进行评价，满分为 100。 

2、结果 

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效果对照 

时间 患者总人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SDS SAS 服药依从性 

实验组 50 人 38 人（76.0％）10 人（20.0%％）2 人（4.0％） 96.0％ 35.36±3.27 36.12±3.30 95.45±8.62 

对照组 50 人 9 人（18.0％） 21 人（42.0％）20 人（40.0％） 60.0％ 23.23±3.14 23.12±2.98 71.23±6.5 

3、讨论 

冠心病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肥胖等因素引起，一般采用药物治

疗，严重者给予 PCI 手术治疗，该手术方式手术时间短，创伤小，可

以有效的治疗冠心病。但是，患者常常在术后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

影响手术效果，如果护理不得当还可能影响预后效果，引起并发症，

因此要采取恰当的护理手段，才能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护理人员常

常根据个人经验及医师手术情况施以护理，对于病情的变化的察觉不

够敏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不光要注重临床治疗，更要关

注患者心理健康。针对冠心病患者，临床上予以心理干预有助于降低

患者术后焦虑情绪，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更高。本研究对综合性护理

的护理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患者心理状态较好，服药依从性更

好，可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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