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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青年冠心病患者一级预防护理干预中的应用效果

赵
!

昕%

!李攀攀"

陕西省安康市中医医院*

%8

急诊科&

"8

内科!陕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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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预见性护理在青年冠心病患者一级预防护理干预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患者入院编号分为两组!每组各
'$

例!双号为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单号为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预见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时

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护理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结果
!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

%"8"$^%8("

$

K

(短于对照组

'#

%'8((̂ "8$%

$

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住院期间!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8!$c

$低于对照组

#

"!8$$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患者遵从医嘱%平衡膳食%日常监控%科学运动均明显提高!且观

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护理后!两组患者生理健康%社会功能%心理健康%认知

功能%情绪功能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预见性护

理在青年冠心病患者一级预防护理干预中可明显减少患者并发症发生!提高护理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关键词"预见性护理&

!

冠心病&

!

一级预防护理&

!

青年人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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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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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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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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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近年来较为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患

者因动脉阻塞或狭窄#易诱发心肌缺血'有研究表

明#青年人群由于工作)社会)生活压力大#加上吸烟)

日常饮食不规律等#其患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临

床预防十分有必要*

%

+

'传统护理因缺少对疾病的预

防控制#满足不了现今临床护理的需求#新型的预见

性护理是根据患者的疾病情况采用必要的预见性护

理措施#对疾病进行及早预见性护理及治疗#减少并

发症发生#提高患者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

+

'因此#本

研究对预见性护理在青年冠心病患者一级预防护理

干预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受治疗的
#$

例青年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患者入院顺序分为两组#双号为对照组#单号为观

察组#每组各
'$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8%(^%8&"

%岁(平均体质量指数

$

"&8%'̂ $8#"

%

M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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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多血管病变
"

例#前降支

病变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8&)̂ %8?&

%岁(平均体质量指数$

"&8%"̂

$8&)

%

M

C

"

E

"

(合并多血管病变
(

例#前降支病变
%(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平均体质量指数等基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

%#具有可比性'

$8/

!

纳入和排除标准

$8/8$

!

纳入标准
!

$

%

%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年龄
%

%#

岁且
&

'$

岁的患者*

'

+

($

"

%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的

患者($

(

%肝肾功能正常者($

'

%资料齐全者'

$8/8/

!

排除标准
!

$

%

%精神疾病者($

"

%严重心率失

常者($

(

%药物过敏者($

'

%智力及认知障碍者'

$8'

!

方法
!

对照组予以对症治疗与常规护理#患者

均进行常规检查与治疗#向患者讲解注意事项及用药

指导)监测患者病情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

以预见性护理#其措施如下!$

%

%评估患者病情#对患

者疾病的基本情况做初步了解#对患者可能出现的心

律失常)高血压)高血脂等情况进行预测#并一对一地

与患者进行详细交流#了解其日常生活习惯与保健工

作#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订对应的治疗措施#对疾病

进行有效控制'$

"

%预见性宣传指导#对患者进行相

关疾病知识宣讲#如定期开展疾病相关预防)保健及

治疗的知识讲座#对疾病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发放相

关知识手册#便于患者详细了解#多宣传预见性护理'

$

(

%预见性护理#入院前先对患者的疾病史进行必要

评估#预测患者后续可能出现的疾病情况#进行各项

相关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及医生治疗建议进行不同的

护理#提前做好预知风险的工作#采取必要的处理措

施#如对患者的心理情况进行疏导#进行疾病知识普

及#对病症采用针对性的治疗#让患者保持良好的状

态'$

'

%预见性健康指导#对患者不良生活习惯给予

正确引导#并科学指导患者日常饮食#如告知患者戒

烟戒酒)少食多餐)低盐少糖#多增加蛋白质#改变以

往不良膳食习惯#多进行户外锻炼#随身携带药物#对

患者治疗过程进行用药指导#嘱咐患者要遵从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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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

%

%住院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记

录两组患者住院时间#观察患者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

情况#如心肌梗死)心绞痛发作)肺水肿)心力衰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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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依从性!根据护理依从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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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嘱)平衡膳食)日常监控)科学运动等情况进行统

计记录($

(

%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量表*

?

+

#对两组

患者生活质量中生理健康)社会功能)心理健康)认知

功能)情绪功能等情况进行评估#共
!

项#每项
"$

分#

评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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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 Â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且组间方

差齐者采用
9

检验#否则采用非参数方差分析'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见

表
%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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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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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

住院时间$

' Â

#

K

%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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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 心绞痛发作 肺水肿 心力衰竭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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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比较
!

见表
"

'两组患者

遵从医嘱)平衡膳食)日常监控)科学运动均明显提

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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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

见表
(

'护理后#两组

患者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认知功能)情绪

功能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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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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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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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遵从医嘱 平衡膳食 日常监控 科学运动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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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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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 Â

(分$

组别
&

生理健康

护理前 护理后

社会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心理健康

护理前 护理后

认知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情绪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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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

"

!

#

$8$!

(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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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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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心肌缺氧)缺血病

症#一旦出现且未得到及时治疗#患者极易出现生命

危险*

&

+

'传统护理模式中#医护人员多嘱咐患者保持

健康生活方式和按时用药#但往往缺乏针对性#且患

者出院后多自我控制能力不佳#不良生活习惯等直接

影响预后及生活质量*

#/)

+

'预见性护理是通过对病情

进行综合评估#进而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采用预见性

护理的一种护理模式#其更具全面性)专业性)规范

性#护理操作更加细致#有利于改善预后*

%$

+

'本研究

对冠心病高危患者采用预见性护理模式#可减少其并

发症发生率#控制病情#提高患者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依

从性及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这与程世妹*

%%

+的结

论相似'说明预见性护理模式应用于临床可控制冠

心病高危患者的病情#减少心绞痛)心肌梗死等并发

症发作'此外#预见性护理还能提高患者依从性及生

活质量#这一模式是护理人员对患者可能出现的疾病

风险进行预测并采用规避手段进行预防的护理模式#

是以整体护理为中心#以提高护理人员护理水平)规

范护理操作)调动护理人员积极主动性和降低患者可

能出现的疾病风险为目的#更具前瞻性)专业性和全

面性*

%"/%(

+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本研究针对患者具体

疾病情况#给予预见性宣传和健康教育#培养患者疾

病风险管理意识#让其对自身疾病风险有足够的认

识#有利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自我管控和树立积

极的心态#改善其治疗依从性)控制危险因素和提高

生活质量(另外#护理人员在护理中密切留意患者病

情#根据患者身体状况及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可能出

现的问题#多与医生沟通治疗及护理方案#做到早预

见)早诊断)早处理#消除潜在风险#保证护理措施的

有效性#进而提高冠心病患者护理效果(再者#护理人

员针对出院或康复期人群#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在相

关疾病知识讲解及宣传方面#让患者掌握预防护理措

施#提高其自我护理能力(此外#医院还为患者设立疾

病咨询平台#促进医患沟通#定期进行预防知识讲解

和康复指导#提高其遵循医嘱)平衡膳食)日常监控)

科学运动等的依从性#降低疾病相关危险因素#保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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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健康状态(最后#护理人员通过建立电子档案等

方式#定期对患者进行出院后的随访和指导#跟踪改

善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

%'/%!

+

'故观察组护理模式

在提高患者依从性和生存质量等方面更有效#与程世

妹*

%%

+的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模式应用于冠心病高危患

者#可有效减少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护理依从性及生

存质量#效果明显#有利于患者疾病的预防及控制#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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