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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隙护理模式在老年冠心病住院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张  婷   朱  晴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人民医院，湖北 荆州   433200）

【摘要】目的：研究无缝隙护理模式在老年冠心病住院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入住本院的老年冠心

病患者共 90 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于护理工作中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于护理工作中采用无缝隙护理模式，对

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和各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其 SF-36 评分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并发症

总发生率为 2.2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0.00%，P<0.05。结论：无缝隙护理能显著提升老年冠心病住院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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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主要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该病多发于老年人

群体，因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生活习惯发生改变，导致该病

发生率逐年上升。冠心病反反复复，给患者造成了极大心理负

担，也严重危及患者生命健康。护理是临床工作的重要一环，

高质量的护理工作更是对控制老年患者冠心病病情起到不可磨

灭的作用。为了深化研究，我院对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

期间 90 例入住本院的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观察，选取 45 例患

者归为观察组，行无缝隙护理模式，得出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本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源于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入住本院的老年冠心

病患者共 90 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各 45 例，其中对照组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为 60~78 岁，平

均年龄为（68.39±4.57）岁；观察组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为

61~75 岁，平均年龄为（67.35±4.43）岁。两组老年冠心病患者

在一般资料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于护理工作中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包括遵医嘱

给予患者降脂、抗血小板等对症治疗，叮嘱患者保持绝对卧床

休息，行高流量吸氧及心电监护，向患者进行常规健康宣教等。

观察组患者于护理工作中采用无缝隙护理模式，①建立无

缝隙护理小组：由经验较为丰富、有责任心的护理人员组成无

缝隙护理小组，护士长为组长，选管理和分配日常护理工作，

对小组成员进行培训。上岗前先对组员进行冠心病和无缝隙护

理模式的相关知识的培训并进行个人能力考核，根据考核结果

分配，合理分配岗位资源，明确责任。②无缝隙排班的实施：

以 8 h 为每班固定时长进行排班，确保全天 24 h 患者都能受到

护理人员的监护，排班需提前 1 周安排，以便护理人员充分安

排时间，夜间或需加强看护的时间段内应适当增加护理人员，

提前做好节假日排班计划。确保护理工作连续、无缝隙。③无

缝隙专科护理内容的实施：患者入院后，组织患者进行各项检查，

评估患者病情，主动了解患者日常生活习惯、心理状态以及对

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等，并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

的护理方案。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提高其对疾病的认知。制定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护理方案，关注

患者心理变化，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引导患者多饮水，适当进

行腹部按摩，预防便秘。

1.3 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

评价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和心绞痛、再发心梗、

心力衰竭各并发症发生情况，其中生活质量采用 SF-36 生活质

量量表从生理职能、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力、

精神健康、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状况 8 个方面进行评估，计算

SF-36 总分，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软件 SPSS 21.0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用“%”描述的并

发症发生率，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用（x
_

±s）描述的 SF-36

评分，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指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患者 SF-36 评分变化分析

护理前，两组患者 SF-36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

观察组患者 SF-36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护理前后患者 SF-36 评分变化分析（分，x
_

±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4.3±3.7 80.8±4.3a

对照组 64.5±3.6 72.5±4.5

注：相比护理后的对照组，aP<0.05。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状况分析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2.22%，明显低于对照组

（20.00%），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状况分析
组别 例数 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复发 心绞痛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5 0 1 0 1（2.22%）b

对照组 45 1 4 4 9（20.00%）

注：相比对照组，bP<0.05。

3 讨论

常规护理仅是配合医生进行基础护理，没有从患者角度出

发，没有针对性。无缝隙护理能为患者提供连续、无间断的护理，

贯穿患者整个康复周期，通过建立无缝隙护理小组，严格落实

无缝隙排班计划，明确责任，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提高

护理的安全性和质量。本研究经过护理观察组患者的 SF-36 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2.22%，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0.00%，有结果可见无缝隙护理能显著提升

老年冠心病住院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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