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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老年患者血脂相关指标的影响

刘善敏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心内科!济南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针对性护理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老年患者血脂相关指标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D

月至
"%!D

年
D

月该院心内科收治的
F$

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对照组"

(b$A

$和观察组"

(b$F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护理!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一般情况&血脂水平的变化!以及对健康知识掌握程度%结果
!

护理后两组患者体质量指数

"

*(;

$&血压&血脂水平均有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健康知识得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护理后观察组复发率为
!%#"%a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Da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结论
!

针对性护理能够改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血脂&血压水平!增加患者

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减少疾病复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针对性护理#

!

冠心病合并高血压#

!

血脂

中图法分类号"

EA$&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

!!

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指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使血管腔狭窄)阻塞)和$或&因冠状

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导致心肌缺氧或坏死而引起

的心脏病#也称缺血性心脏病'

!>&

(

+其主要危险因素

包括年龄)性别)血脂异常)高血压)吸烟)糖尿病

等'

$

(

+而高血压既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又

是心血管疾病之一'

A

(

+据研究表明#

'%a

"

D%a

的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合并高血压#高血压中
&a

"

Aa

患者合并冠心病#两种疾病之间相互促进#加剧冠心

病的发展#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心脏性猝死等事件的

发生'

'>D

(

+而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常见

病)多发病#这类患者对疾病的掌握知识较少#增加了

护理难度#从而影响疾病的治疗#降低了护理质量#因

此针对性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C

(

+本研究对冠心病合

并高血压的老年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观察患者临床

疗效#以及对患者血脂水平的影响情况+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D

月至
"%!D

年
D

月本

院心内科收治的
F$

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老年患者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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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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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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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患者均符合.内科学

$第
C

版&/中关于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等相关标准'

F

(

%

$

"

&患者年龄
A%

"

C%

岁%$

&

&经冠状动脉造影或冠状

动脉
,G

造影检查#结果为阳性%$

$

&患者知情同意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患者听写能力障碍%

$

"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

&患者伴有严重肝)肾功能

障碍%$

$

&患者依从性较差#不愿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

疗+

F$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F

例#

其中 男
"C

例#女
"!

例%年 龄
A%

"

DD

岁#平 均

$

'D#"!B$#$

&岁%病程
"

"

'

年#平均$

&#&B!#"

&年%冠

状动脉单支病变
"!

例#双支病变
!A

例#

&

支病变
!&

例+对照组
$A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A!

"

D'

岁#平均$

'C#!"B$#"'

&岁%病程
!

"

'

年#平均

$

&#!B!#$

&年%冠状动脉单支病变
!D

例#双支病变
!$

例#

&

支
!$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包括生活护理)

日常饮食)用药指导及注意事项等+

$#/#/

!

观察组
!

采用针对性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

!

&准备+护理治疗前收集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药物过敏史)既往病史)用药史)家族史等一般资

料#同时收集患者营养评估表)生活能力评估表)疾病

认知评估表)老年抑郁量表+对参与此次护理的护理

人员进行关于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相关知识的培训#包

括该病病因)危险因素)常见症状)护理计划)护理措

施和急救措施等+$

"

&具体护理措施+患者入院后第

!

天内填写老年综合评估手册#相关护理人员应该持

续跟进记录患者各个项目的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分

为
+

)

*

)

,

共
&

个等级#依次代表达标)部分达标以及

未达标+,

i

-代表床旁警示#,

ii

-则代表在警示上

将出现问题的患者作为重点交接班对象+如果评估

手册中出现,

i

-以及,

ii

-情况#护理人员应该采取

相应的护理措施#积极应对解决所出现的问题+若护

理人员无法解决此问题#必要时与医生进行沟通交

流#及时找到问题原因#避免病情不良发展+生活护

理!护理人员应该告知患者#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治疗

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基础#根据患者病情以及活动)

饮食习惯#制订循序渐进的健康生活计划+患者膳食

应该以低胆固醇)低脂肪)低盐)低糖)易消化的食物

为主#多摄入富含高维生素)纤维素的食物+少食多

餐#不易进食过饱#同时禁烟戒酒+告诉患者应该进

行适量的运动#每周
&

"

A

次#每次
&%.H6

#以有氧活

动)伸展运动为主#例如散步)体操等#运动强度则以

不超过安全最高心率为准$安全最高心率
b!D%Z

年

龄&+如患者心情不佳)情绪抑郁)睡眠不良#可以帮

助患者泡脚#听舒缓音乐#最好身旁有家属的照顾#减

轻患者住院期间的不适感+洗澡不易在饱餐或饥饿

时进行#水温不易过热过凉#洗澡时不易锁门+健康

宣教!在患者住院期间对患者对疾病知识进行健康宣

教#可以采用播放宣传片)发放宣传手册或者护理人

员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直接进行宣教#如患者或者家属

有疑问#应该及时解答#同时注意态度一定要亲切和

蔼#让患者减少距离感+并且告知家属及患者正确的

用药方法#以及家属平时应监督患者按时完成各项疾

病检查#确保家属和患者充分了解护理工作的重要

性+出院指导!患者出院时#给患者发放复诊日记#提

醒患者出院
'

个月内应每月复诊
!

次#后期也应该定

期进行心电图)血压)血糖)血脂检查+患者出院后应

按医嘱服药#不要随意增减药量#如有不良反应出现#

应该及时就医+患者外出时应该携带硝酸甘油以备

不时之需#且硝酸甘油应储藏于棕色瓶内#保持干燥#

药瓶开封后
'

个月应该及时更换#以免药物失效+教

会患者以及家属在心绞痛或胸痛发作时应该立即停

止活动并且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如连服
&

次硝酸甘油

仍然不缓解)疼痛时间延长)程度加重则应及时就医+

$#'

!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收缩压)舒

张压以及体质量指数$

*(;

&)健康知识掌握水平以及

复发率+观察护理前后两组患者血脂相关指标的变

化#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TYT>,

&)总胆固醇

$

G,

&)三酰甘油$

GX

&+本院参照.冠心病防治指

南/

'

!%

(

#以及.

<H463--@6N238863--L95THL3

/

'

!!

(自行

设计调查问卷检测患者对健康知识水平掌握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LBE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

的比较
!

两组患者护

理后
*(;

均有下降#且观察组
*(;

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

的比较#

R

0

)

.

"

%

LBE

$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 !

观察组
$F "A#!$B&#$' ""#!%B&#"D $#'D%

#

%#%%!

对照组
$A "A#%CB&#$& "&#$DB&#&C "#"$& %#%"C

> %#C$& !#FFD

! %#F&& %#%$F

/#/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的比较
!

两组患者护理

后舒张压)收缩压均有下降#且观察组血压水平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

两组患者

护理前后血脂水平均有下降#且观察组血脂水平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1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比较
!

两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组患者护理前后健康知识掌握分数均有升高#且观察

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的比较#

../

0

%

LBE

$

组别
(

时间 收缩压 舒张压

观察组
$F

护理前
!A%#!DB"!#$' FD#"'BC#A"

护理后
!"'#$&BD#"'

"(

DA#DFB'#&"

"(

对照组
$A

护理前
!A%#C$B"%#$& FC#$!BC#&'

护理后
!&D#$FB!"#'D

"

C&#A$BA#"!

"

!!

注!与护理前比较#

"

!

#

%#%A

%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

!

#

%#%A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98

)

T

%

LBE

$

组别
(

时间
GX G, TYT>,

观察组
$F

护理前
!#A&B%#C' $#ADB%#C$ $#D'B!#"D

护理后
!#"!B%#A&

"(

$#!&B%#A"

"(

&#"&B%#DC

"(

对照组
$A

护理前
!#A'B%#C$ $#'&B%#C! $#D$B!#&&

护理后
!#$DB%#'"

"

$#'!B%#'$

"

$#!"B%#C&

"

!!

注!与护理前比较#

"

!

#

%#%A

%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

!

#

%#%A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比较#分%

LBE

$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 !

观察组
$F "#DFB%#C$ '#"!B%#F! !F#&&!

#

%#%%!

对照组
$A "#C&B%#C' &#'CB%#F$ $#$D'

#

%#%%!

> %#""C !&#"&'

! %#C"%

#

%#%%!

/#2

!

护理后两组复发率比较
!

护理后观察组复发率

为
!%#"%a

$

A

"

$F

&#对照组为
"'#'Da

$

!"

"

$A

&#观察

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

'

!

讨
!!

论

!!

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血管阻塞导

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临床上可分为心

肌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原

发性心脏骤停等类型'

!!>!&

(

+高血压是长期发展的慢

性疾病#最终导致患者心)脑)肾以及血管病变+高血

压是冠心病的合并症之一#同时又是冠心病的重要危

险因素+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冠

心病合并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此病主

要发生在老年群体中#由于老年群体缺少对疾病知识

的了解#且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导致忘记服药)记

错服药时间或是因为自控能力不够私自断药)停药等

事件的发生#影响了疾病的治疗#增加了护理工作的

难度'

!$>!A

(

+针对性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以患

者为中心#根据患者病情以及自身生活方式)饮食习

惯来制订的差异化护理方案+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护理后
*(;

)血脂)血压水

平均有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A

&+表明针对性护理在控制患者体质

量)降低血脂以及改善血压方面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高血压能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速炎性反应#导致内

皮下脂肪堆积#使血管张力增加#促进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形成#使冠状动脉管腔狭窄'

!'>!D

(

+当血压升高

时#可能使斑块破裂脱落#形成血栓#堵塞冠状动脉#

从而造成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而血脂水平升高#胆固

醇大量进入动脉壁#在局部聚集后引起巨噬细胞和平

滑肌细胞吞噬脂质形成泡沫细胞#此过程是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形成的重要步骤'

!C>"%

(

+因此控制患者体质

量)血脂以及血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对观察组

患者进行了详细的饮食指导#让患者控制饮食#减少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摄入#从而降低了患者的

*(;

以及血脂水平#且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健康

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

表明针对性护理对患者疾病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患者了解了疾病的发生)发展以

及危险因素之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约束自己+护理

后观察组复发率为
!%#"%a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D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护理人员在

患者住院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病情#遇到,

i

-事件发

生#则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且在患者出院后进行

了规范的出院指导#教会患者正确识别自身病情的严

重性#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能够及时复诊#从而减少了

患者的复发率+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能够改善冠心病合并高血

压患者的血脂)血压水平#增加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

解#减少疾病的复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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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深静脉导管留置时间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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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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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重症监护病房"

;,̂

$患者深静脉导管留置时间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E*W;

$的相关

性%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C

年
C

月该院
;,̂

中因病情需要留置深静脉导管的
!"A

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按照置管时间不同将其分为
!

"#

DN

组"

+

组$!

D

"#

!$N

组"

*

组$!

$

!$N

组"

,

组$!观察各组导

管尖端细菌定植率与
,E*W;

感染率!对比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同时!分析发生
,E*W;

感染

的影响因素%结果
!

共有
"!

例患者发生
,E*W;

感染!感染率为
!'#C%a

%

+

&

*

&

,

组导管尖端细菌定植率分别

为
"#&Ca

"

!

'

$"

$&

'#FCa

"

&

'

$&

$&

!D#A%a

"

D

'

$%

$!

,E*W;

感染率分别为
D#!$a

"

&

'

$"

$&

!!#'&a

"

A

'

$&

$&

&"#A%a

"

!&

'

$%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对比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现!两组患

者在年龄&导管类型&留置部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慢性合并症以及置管处皮肤细菌数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多因素
T9

0

H-4HK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

'%

岁&导管类型为普通双腔&留置部位为锁骨下静脉&未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慢性合并症以及置管处皮肤细菌数
$

!%%,<̂

'

!%K.

" 均是导致
,E*W;

感染的因素#相关

性分析显示!置管时间与
,E*W;

发生率呈正相关"

=b%#DCA

!

!

#

%#%A

$%结论
!

临床实践中!应加强
;,̂

患者

的侵入性操作管理!尽量减少导管使用和保留时间#注重监测和分析
,E*W;

的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重症监护病房#

!

深静脉导管#

!

留置时间#

!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

相关性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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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

!!

重症监护病房$

;,̂

&是患有各种严重疾病患者的

集中区域#接收的患者普遍病情重)并发症多#需要接

受多项侵入性操作#如进行营养支持)输液)血流动力

学监测等#使得
;,̂

患者深静脉导管使用率极高#而

随之引发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E*W;

&发生率也逐

渐增高'

!

(

+

"%%$

年#美国 宣 布
,E*W;

发 生 率 为

$#'a

"

D#$a

#国内相关资料统计显示其发生率为

A#Da

"

!"#%a

'

"

(

+

;,̂

患者一旦发生
,E*W;

#不仅

延长其住院时间)增加患者痛苦#同时也会造成医疗

资源浪费#甚至成为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诱因#因此

预防
,E*W;

具有重要的意义'

&

(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

针对
,E*W;

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但就导管留置时

间与
,E*W;

之间的相关性讨论较少'

$>A

(

+鉴于此#本

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C

月本院
;,̂

中因

病情需要留置深静脉导管的
!"A

例患者#按照置管时

间不同分组#观察
,E*W;

发病率#分析两者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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