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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彭韦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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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的作用，分析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 86 例冠心病心

绞痛患者纳入本次研究范围，并按每组 43 例患者的标准，随机均分为观察与对照两组。其中，观察组实施预见

性护理措施。同时，分析比较不同护理措施对患者血压、血糖等相关指标的影响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血压、

血糖等相关指标得到显著改善，临床疗效好于对照组。结论 实施预见性护理措施，可有效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

者的血压和血糖等指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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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due 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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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redictive nursing and analyze its nursing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were 
selected into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an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4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Among them,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predictive nursing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on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blood sugar and other related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blood pressure, blood glucose and other related index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predictive nursing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sugar level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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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是一种临床治疗中常见疾病，中老

年为多发人群，其病症特点是在发病时，患者疼痛感非

常严重，该病对患者的身体机能伤害较大，严重时会直

接困扰患者的日常生活[1-4]。 
在病情诊断过程中，针对疑似冠心病患者，可采取

超声心动图、核素心肌显像和血管内成像技术及冠状

动脉造影等检查方法，进行针对性检查，并根据检查结

果，明确病因、病情，确定心绞痛的位置。该病并不是

都通过手术来治疗，早期患者通过实施科学的护理措

施与及时服用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可有效改善心绞痛

的症状程度与发作次数[5-9]。对此，本文作者结合自己

多年的冠心病心绞痛治疗护理经验，深入研究探讨采

取预见性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并通过分组对比，进一

步验证了该护理方法的作用和优势，取得了较好的研

究成果，具体情况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选取 2023 年

05 月～2024 年 05 月期间，入院接受诊断治疗的 86 名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纳入本次研究范围，并按照每组 43
例患者的标准,随机均分为观察与对照两组。严格制定

了相关的标准要求，其中： 
纳入标准为：①患者或家属在知晓本研究目的与

意义的前提下，签署自愿书者；②临床资料完整者；③

能够全程完成配合者。 
排除标准为：①由其他原因引发的心绞痛者；②全

身免疫性疾病患者；③无法遵照医嘱完成全程配合研

究者，具体分组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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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组资料情况表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岁） 

男 女 年龄范围 年龄均值 

观察组 43 25（58.14） 18（41.86） 31～85 49.01±6.23 

对照组 43 27（62.79） 16（37.21） 30～84 48.01±6.91 

注：（p>0.05），分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预见性护理措施） 
1.2.1 对诱发因素进行干预 
（1）护理人员需详细告知给患者，该病的相关诱

发因素；①体位突然变化；②情绪的激烈变化；③饮食

结构的变化等[10-12]；（2）指导患者规范作息，保护好

心血管。 
1.2.2 开展心理干预 
（1）强化沟通交流，妥善化解患者焦虑等负性情

绪；（2）耐心倾听患者真实诉求，积极开展针对性心

理疏导；（3）指导患者家属多陪伴，多交流，帮助患

者树立康复信心。 
1.2.3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1）密切观察，发现心绞痛征兆，及时督促患者

舌下含服硝酸甘油[13-15]；（2）尽可能不参与重体力劳

动。 
1.2.4 饮食干预 
（1）指导患者选择低脂、低盐，易消化的食物；

（3）戒烟、戒酒；（3）多食用新鲜水果和蔬菜。 
1.2.5 身心放松训练 
（1）指导、教学身心放松训练方法；（2）结合具

体情况，指导患者选取合适的体位，如平躺、静坐等；

（3）为患者开展身体按摩。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治疗前后，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和发病

次数等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针对本次研究，所测得的各项数据指标，全部纳入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以差异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情况，具体详见表 2。 
2.2 两组血压、血脂和血糖指标对比情况，具体详

见表 3。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具体详见表 4。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情况表[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3 15（34.88） 19（44.19） 9（20.93） 34（79.07） 

观察组 43 17（39.53） 23（53.49） 3（6.98） 40（93.02） 

χ2     8.103 

P     0.004 

表 3  两组血压、血脂和血糖指标对比情况表 

组别 例数 血压 血脂 血糖 

对照组 43 27（62.79） 28（65.12） 30（69.77） 

观察组 43 33（76.74） 37（86.05） 36（83.72） 

χ2  4.613 11.869 5.452 

P  0.032 0.001 0.019 

表 4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表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SF-36 

对照组 43 80.14±4.62 82.63±5.74 

观察组 43 91.42±3.55 94.2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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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冠心病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极易造成人们的疏

忽和大意，尤其是中年人，即使感觉到心悸乏力或心前

区不适等症状，但认为自身状况不差，从而错过了干预

治疗的最佳时期。待严重发作时，则会表现为剧烈胸痛，

且持续时间长，直至休克心衰、甚至猝死性症状。对此，

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冠心病心绞痛治疗护理经验，

积极引入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并通过分组对比，进一

步验证了该护理方法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血压、血糖等

相关指标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受到了

广大患者的欢迎和好评，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实施服药治疗

和让患者休息等预见性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的

血压、血糖等相关指标，提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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