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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中的危险因素与应对措施
吕  琳  

（威海市立医院，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目的：分析心血管护理当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应对措施探讨。 方法：采用该院收治的 60 例心血管患者进行常

规护理，记为对照组，整理患者一般资料，并详细探究护理当中常见危险因素。选取该院收治的 60 例心血管患者，对分析的危险因素实施对策解

决，记为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结果：观察组患者出现 2 例不安全事件，对照组出现 ,9 例不安全事件，两组之间具有

显著差异（P ＜ 0.05）。 结论：对于心血管护理当中的常见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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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临床发病率较高，且疾
病类型多种多样，其中以老年患者发病率最高。尤其是受到我
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影响，使得我国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
者数量庞大，成了影响我国人民整体健康水平的一类常见疾病。
同时，很多心血管疾病具有诱发因素多、病情变化快、病情严
重等特点，在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的同时，很多患者也受到生命
安全的威胁。心血管疾病的特征使得在进行患者护理过程中存
在较多危险因素，稍有不慎便可能将患者置于危险之中。为此，
临床护理中应当不断加强对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积极制定并
采取有效的护理风险防范措施，从而更好地保障患者的院内安
全以及治疗效果。本文结合该院开展的危险因素分析活动，对
心血管护理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选择该院收治的 60 例心血管 患者，记
为对照组，男性 29 例，女性 31 例，年龄 55-79 岁，平均 年龄
（63.54±3.42）岁，选择该院收治的 60 例心血管患者，记为观
察组，其中男性 28 例，女性 32 例， 年龄 55-77 岁，平均年龄
（62.95±3.98）岁，两组患者在年龄上、性别比例上，无显著
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2） 方法。对照组患者入院之后进行一般资料收集与汇
总， 并通过循证方式等，对患者护理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危险
因素，进行差异化分析，并总结与对比相关危险因素。将总结
出的危险因素进行系统对照，由综合护理小组探讨解决对策，
应用于实验组患 者。①危险因素分析。心血管疾病护理过程当
中的主要危险因素， 来源于患者自 身、医护人员方面以及医院
环境方面。一些患者对于疾病缺乏系统了解与认知， 在治疗过
程当中对治疗方案以及治疗药品 有抵触心理，甚至有一些患者
对医护人员治疗的出发点存在怀 疑，导致医患关系比较紧张，
由于长期的不信任、不理解，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低，容易出
现漏服药物、情绪紧张等现象，埋下安全隐患。一些严重抑郁、
焦虑患者，甚至会出现轻生、放弃治疗 等行为，对患者治疗造
成极度干扰。护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心血管护理的安全性
程度， 一些护理人员无法遵守目前的护 理相关管理条例，真实、
详细的记录和书写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实 际问题，还有一些护理
人员对规章流程认识、了解程度不足，对药品成分了解不够全面，
导致患者出现错误用药等现象。甚至还 有一些医护人员，在进
行护理过程当中，对自身情绪的平稳控制 能力较差，与患者和
家属出现比较严重的冲突，影响患者正常休息，诱发不安全因素。
②解决对策。在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危险因素分析之后， 探讨相
关解决策 略，应用在实验组患者护理过程当中：采用全面培训
方式，提高护理人员素质，并通过全面健康教育与心理辅导，
详细向患者讲解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治 疗方案治疗期间的
注意事项、耐心与患者进行沟通，解决患者的相关问题，并且

与患者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向患者介绍一些成功 治疗的案例，
向患者详细讲解目前治疗方案的必要性，以及重要 性，从而提
高患者对于护理方案以及治疗方案的依存度，避免患 者发生漏
服错服现象，对于一些存在严重负性情绪，例如存在紧张、焦虑、
抑郁情绪的患者，要多和其进行沟通，通过眼神接触、 肢体接触等
方式，安慰患者，鼓励患者提高其康复的自信心。对于出现轻症行
为的患者，要通过动态、连续监控方式，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情绪
变化以及自身行为，如患者再次出现轻症等现象，要采取有效
措施，例如 24 小时监护进行严格管控，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3） 观察指标。对比两组患者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
（4） 统计学方法。统计学软件为 SpSS21.0。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均数 ± 标 准差（ sx ± ）表示；计数资料以 X2 检验，
以率（％）表示。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为 3.3% 对照组患者不安 全
事件发生概率为 15.00%，两组患者之间具有显著差异（P＜0.05）。

例数 (n) 摔倒 (n) 划伤 (n) 其他 (n) 总发生率 (%)

观察组 60 1 1 0 3.33

对照组 60 4 5 3 15.00

X2 15.452

P <0.05

3 讨 论

近些年来，心血管患病人数越来越多，并以上升趋势呈现
出来。该病患病人群以老年人为主，其具有死亡率高、致残率
高及发病率高等特点，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患者日常生活质量，
有些则会导致患者死亡。所以，需进一步分析心血管疾病护理
危险因素，并归纳改进对策，以此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避免
不良事件的发生，予以患者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本文经过相
关解决之后，患者的不安全事 件发生率可以降低到 3.33%， 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不安全事件 发生率 15.00%，两组之间具有统
计学差异。 有研究指出，通过对医院环境的综合控制，对护理
人员进行 专业化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心血管护理的时间安全程度。
患者用 药依从性会显著增加，情绪也会显著得到改善，不安全
事件发生 概率可以下降 11%~13%，这与本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进行危险因素分析，查找解决对策，可以显著
降低不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提高患者护理安全程度，避免患
者在医院接受心血管护理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情况，影响患
者康复。值得借鉴与推广。
参考文献：

[1] 翟英芬 . 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危险因素分析及防范对策 [J]. 湖南

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33(10):06.

[2] 张新玲 . 心血管内科护理不安全因素分析及防范对策 [J]. 内蒙

古中医药 ,2019,32(2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