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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理论指导的家庭护理对冠心病 PCI 术后患
者的护理效果观察 

冯亚萍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心内科 CCU  830000） 

摘要：目的：着重分析了对冠心病 PCI 手术患者在术后恢复期内实施以延续护理理论为指导的家庭护理措施的实际效果。方法：具体以在
我院接受 PCI 手术治疗的 82 名冠心病患者当成了研究对象。在分析整合其常规资料的基础之上将其划分成了研究组和常规组，各有 41 人。常
规组内患者使用的是常规心内科护理措施，而研究组内患者则又增加了以延续护理理论为指导的家庭护理措施。结果：研究组内病人的治疗效
果要明显优于常规组内的患者，之后其合理饮食、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以及适度运动的依从性也要明显优于常规组内的患者。已知 P 均＜0.05，
所以数据差异均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以延续护理理论为主导的家庭护理措施能够提升冠心病 PCI 手术治疗的实际效果，并且提高其合
理饮食、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以及适度运动的依从性，因此要注意做好相关护理措施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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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的治疗是一个漫长而且复杂的过程，因此必须要重视相关

患者的临床护理工作【1】。与常规护理措施相比，依托于延续护理理论
指导下的家庭护理措施要更具有针对性，并且能够全方位满足患者的
实际护理需求，因此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患者的预后恢复效果。论
文依托在我院接受 PCI 手术治疗的 82 名冠心病患者，针对这部分护
理措施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讨论分析，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其应用实
践。 

1.资料与方法 
1.1 常规资料 
研究开始于 2021 年 4 月、结束于 2022 年 4 月。具体将在我院接

受 PCI 手术治疗的 82 名冠心病病人当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首先将
82 名病人平均分成了研究组和常规组，各有 41 人。常规组内有 23
男、18 女。组内病人的年龄在 40-80 岁之间，均值为（63.89±19.56）
岁。病程方面，该组病人的病程在 7 个月至 11 年之间，均值为（4.86
±1.28）年。具体使用的是常规心内科护理措施。研究组内共有 22
男、19 女。组内病人的年龄在 41-79 岁之间，均值为（64.75±18.46）
岁。病程方面，该组病人的病程均在 8 个月至 11 年之间，均值为（5.26
±1.89）年。具体在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之上新增加了以延续护理理
论为指导的家庭护理措施。经数据计算可知 P＞0.05，因此两组病人
的常规资料均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所以本次研究值得继续推进。 

1.2 研究方法 
首先常规组内病人采用的是常规心内科护理措施。在此基础上，

研究组内病人又新增加了以延续护理理论为指导的家庭护理措施。具
体分析如下：第一，成立家庭护理干预小组。具体由本院的心内科护
士长牵头成立了家庭护理干预小组，并且选拔工作年资在 5 年以上的
基层护理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共同负责制定及完善护理方案。最终形
成的护理方案主要包括用药指导、疾病知识宣教、运动指导、饮食护
理、心理康复指导、生活护理等护理措施。第二，对患者的实际情况
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评估。需要了解患者的年龄、生活习惯、血压、
心理状态、血脂情况等基本信息，进而了解患者的护理需求。第三，
出院前的健康指导。患者临出院之前，需要告知其出院之后生活上的
注意事项。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其实际病情为其制定科学严谨的康
复运动指导方案，引导患者通过太极拳、健步走、羽毛球或是广场舞
等活动逐步恢复自己的体能，但需要注意控制好实际运动时间和运动
量。基于上述内容，还需要做好患者的用药指导，重点在于告知其相
关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以及随意调整服药量或停止用药的危害性。最
后需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干预。重点在于稳定其负面情绪，让其戒
烟戒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第四，微信护理干预。患者出院之后，
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对其进行远程干预指导，并且针对其实际
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疑答惑。对于不方便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患者，

需要通过电话随访的方式对其进行指导干预。 
1.3 观察指标 
首先针对两组病人的实际治疗效果进行了整合分析。为了便于量

化比较，对治疗效果进行了如下划分：第一，显效。治疗后，病人在
静息状态下的心肌缺血显效基本消失，胸闷和心肌症状明显缓解。第
二，有效。治疗后，病人的心肌缺血症状有所改善，之后胸闷以及心
肌缺血等症状有所缓解。第三，无效。治疗后病人的心电图检查结果
以及临床症状变化情况均不符合上述标注，并且呈现出了进一步加重
的趋势。 

其次对两组病人治疗护理前后的饮食、服药、复查以及适度运动
依从性进行了整合分析。 

2.结果 
两组病人的治疗效果情况如下表 1： 
表 1：两组病人的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人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常规组 41 19 11 11 73.17 
研究组 41 27 12 2 95.12 

X2 值     7.405 
P 值     ＜0.05 

护理前，两组病人的合理饮食、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以及适度
运动依从性并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内
病人的依从情况要明显优于常规组内的病人。 

3.讨论 
分析有关临床数据可知，近几年冠心病的发病率大有逐年升高的

趋势。虽说可以通过 PCI 手术对其进行治疗，但患者却依旧会在治疗
期间出现各种并发症，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患者的临床护理工作【2】。 

与常规护理措施相比，研究中涉及到的以延续护理理论为主导的
家庭护理措施要更具有针对性，并且能够全方位满足患者的实际需
求。因此要在后续临床工作中重视其推广应用。研究结论证实，研究
组内病人的治疗效果以及饮食、服药、定期复查和适度运动依从性要
明显优于常规组内的患者，之后数据差异均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5）。后续临床护理工作中，需要以引导护理人员转变旧有的护
理工作理念为前提做好相关护理措施的推广应用，提高这部分病人的
预后恢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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