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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程序应用于冠心病患者护理中对并发症发生率的
改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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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冠心病患者运用预见性护理程序的价值。方法：从我院选取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3 月期间冠心病患者 64 例为调研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32 例。对照组接受一般护理，观察组运用预见性护理程序，观察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住院天数短于对照组（P<0.01），统计学差异明显。结论：冠心病患者运用预见性护理程序效果确切明显，

适合临床使用。

【关键词】心理护理；用药指导；冠心病；肺水肿

当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管腔狭窄、闭塞，使心肌细
胞缺血、缺氧、坏死，引发胸痛、胸闷等表现的心脏病为冠心病，
为一种缺血性心脏病。40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较高，男性患者比
女性患者更多。若不及时展开有效护理，对生命健康安全将产
生较大威胁。本研究从我院选取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3 月期
间的 64 例患者为调研对象展开实验调查，如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从我院选取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3 月调

研对象64例，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32例。对照组男18例、
女 14 例，年龄 47 ～ 92 岁，平均年龄（77.18±2.15）岁；观察
组男 17 例、女 15 例，年龄 41 ～ 91 岁，平均年龄（68.58±2.25）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P>0.05），无统计学差异，可对比。

（2） 纳入和排除标准。①纳入标准：自愿参加实验，签署
知情同意书。②排除标准：合并认知障碍。

（3） 方法。对照组接受一般护理，指导药物使用，普及疾
病、治疗、护理等方面知识，定期指导检查身体等。观察组运
用预见性护理程序，具体包括：①病情变化预见性：做好护士
人力资源培训准备工作，确保护理人员对冠心病具有足够的了
解。结合冠心病危险因素分层，展开预见性病情观察。加强夜
间巡视，及时动态观察病情，对病情变化予以准确判断，做出
有效抢救措施。②心理护理：积极主动沟通，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告知患者心绪波动对病情康复的影响。深入了解患者内心存在
的问题，给予针对性心理健康指导，维持良好心态，帮助患者
树立对抗、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勇气。提供舒适环境，耐心解答
疑问，提高信任度。③健康知识宣教：告知患者冠心病的发病
机制、治疗方式、护理措施等，提高了解程度。叮嘱患者注意
休息，协助其养成良好作息习惯。④用药指导：告知患者药物
正确服用方式、正确用药对康复的作用，加深药物了解度，提
高依从性。叮嘱其按时、按量服用药物，不可以随意替换药物、
减少用量或停止服用。密切观察服药后的反应，若出现突发情
况，及时采取措施。⑤饮食干预：结合患者个人饮食爱好，制
定合理膳食结构。确保水分、营养物质摄入量。预防便秘，若
患者需要可提供缓泻剂，促排便。忌烟酒、辛辣刺激性及咖啡、
浓茶等不利睡眠的食物。鼓励多食用蔬菜、水果等纤维素含量
高的食物及蜂蜜、牛奶等。

（4） 临床评价。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住院天数。
（5） 统计学处理。将本研究 64 例实验对象在实验过程中

得到的数据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住院天数等计量资料对比
采用 t 检验，以（x

_

±s）标识，并发症发生率的计数资料对比采
用 X2 检验，以百分比（%）标识，P ＜ 0.05，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1） 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1。
表 1  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n,(%)]

分组 例数 心肌梗死 心绞痛 肺水肿 心力衰竭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32 0（0.00%）1（3.13%）0（0.00%）0（0.00%） 1（3.13%）
对照组 32 1（3.13%）3（3.38%）1（3.13%）2（6.25%）7（21.88%）

X2 - 1.016 1.067 1.016 2.065 5.143
P - 0.313 0.302 0.313 0.151 0.023

（2） 观察两组患者住院天数。观察组住院天数短于对照组
（P<0.01），统计学差异明显，见表 2。

表 2  观察两组患者住院天数（x
_

±s）
分组 例数 住院天数（d）

观察组 32 9.65±1.55
对照组 32 13.76±2.25

t - 8.510
P - 0.000

3 讨论
冠心病患者典型症状为心绞痛、胸部压迫、呼吸短促等。

短暂冠状狭窄阻塞导致的胸痛，即为心绞痛。若人体心脏泵血
无法满足机体全部组织器官需求，患者在用力时就可能会呼吸
短促，易疲劳。

本研究中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提示预见性护
理程序对降低心肌梗死、心绞痛、肺水肿、心力衰竭等并发症
发生风险具有积极作用。预见性护理通过全面综合分析、判断，
可提前预知存在的护理风险，进而采取有效护理措施，降低并
发症发生风险。观察组住院天数短于对照组，提示预见性护理
程序可有效缩减住院时间，促进康复。病情变化预见有利于动
态观察病情，及时作出准确判断，采取有效抢救措施。心理护
理有助于构建和谐护患关系，避免因情绪剧烈起伏导致心率增
快，加大心肌耗氧量，从而降低心绞痛发生率。健康知识宣教
有助于养成良好作息生活习惯，避免因不注重休息导致心功能
减退、心肌缺血。饮食干预通过合理安排饮食，有助于排便顺
畅、促进胃肠蠕动。用药指导确保药物正确使用，促进康复。
本研究中还发现对冠心病患者运用预见性护理措施有助于提高
护理人员工作热情、深刻认识主动意识、工作责任感，对更好
地建立护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事件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运用预见性护理程序效果确切明显，
可有效降低心肌梗死、心绞痛、肺水肿等并发症发生风险，缩
减住院时间，适用于临床护理大量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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