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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疾病·

　　心内科的临床护理工作较为复杂，患者的病情一

般较为严重，需要护理人员更加细致、耐心的专业护

理
[1]
。特别针对心内科的老年患者，老年作为特殊人

群，加之病情的影响，患者的心理、生理都会出现严

重反应，对临床治疗、护理工作都会增加难度
[2]
。本

文主要探究心内科老年患者的生理及心理护理方法，

为心内科老年患者的有效护理提供数据支撑，特本研

究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于我院心内科住院的老

年患者120例为观察组，现将资料整理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浅谈心内科老年患者的生理及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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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心内科老年患者的生理及心理护理方法，为心内科老年患者的有效护理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于我院心内科住院的老年患者120例为观察组，行生理和心理护理，同期选取100例老年心血

管疾病患者为对照组，行生理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发生心肌梗死、院外猝死、高血

压危象、恶性心律失常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

费用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100%）明显高于对

照组（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患者心理、生理状态进行分析，并针对性的进行干预，

可明显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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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 nursing. Methods  120 elderly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from 
January 2014 to May 2015 in our hospital cardiology department, whic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were 
proceed. In the same period, 100 case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for normal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sudden death, hypertensive crisis, malignant 
arrhythmi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observ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patients, hospitalization cost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nursing quality satisfaction (10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8%),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ate analyzed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 can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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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5

月于我院心内科住院的老年患者120例为观察组，行

生理和心理护理，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71例，

女性患者49例，年龄65～83岁，平均(71.25±4.16)

岁，病程1～9年，平均(5.33±1.09)年，同期选取

100例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为对照组，行生理护理，

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58例，女性患者42例，年龄

64～85岁，平均(71.39±4.28)岁，病程1～10年，平

均(5.46±1.14)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

等一般资料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

性。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接受全面的检查以及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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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症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主要针

对患者的生理需求进行护理，包括患者的饮食、住院

环境等。给予患者持续的心电监护，以了解患者的各

生命体征是否平稳，如发生异常，及时通知管床医生

进行处置，并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心律失常、晕厥、电

解质紊乱等表现，如出现异常，立即配合医生给予处

置。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如病情进一步发展，则易发展

为心衰，因此，在护理过程中，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病

情变化，预防心衰的发生。如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

意识丧失、血压下降、心率增加、表情淡漠等表现，

应进行紧急处理，预防休克的发生
[3]
。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具体操作

如下。在研究前期准备工作中，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

护理方案，患者入组后，对患者进行宣传教育。尊重

患者的人格：在与老年患者交流的过程中，应充分显

示对患者的尊重、重视和关爱。调节患者的生活：给

予患者生活和饮食指导，并尽量丰富患者的精神生

活。指导患者克服不良心理：对患者出现的不良情绪

进行疏导，鼓励患者多回忆以往的美好事物，并赞扬

患者。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住院

时间、住院费用以及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采用调

查问卷的形式开展，评分为0分到100分，60分及以上

判定为满意，低于60分判定为不满意。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χ
-
±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χ
2
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1。

　　2.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见   

表2。

　　2.3 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程度比较  见  

表3。

　　3讨论

　　随着我国医疗及社会水平的发展，我国老龄化水

平不断加重，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人数也不断提升，

少数心血管疾病在合理应用药物治疗后可明显缓解，

但大部分心血管疾病难以治愈，且延长患者的住院时

间，并发症出现较多
[4]
。

　　在本研究中，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

自尊心强、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敏感、多疑、

抗药心理等
[5-6]

，由于患者年龄的特殊性，其受负面

情绪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需要更好的护理。心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例数    心肌梗死   院外猝死   高血压危象   恶性心律失常

                   (n/%)      (n/%)      (n/%)         (n/%)

观察组   120   3（2.5）   1（0.83）   0（0）       2（1.67）

对照组   100    9（9）     2（2）   3（3） 7（7）

χ2     5.26       6.18   8.32         9.15

P     0.041      0.025   0.001         0.001

表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分组    例数     住院时间（天）  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120      21.56±4.28 1159.34±256.31

对照组    100      36.25±5.12 1934.11±314.59

t          15.38              14.26

P          0.000              0.000

表3 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程度比较

分组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120 120      0        100

对照组      100 88     12        88

χ2                  9.35

P                  0.001

理护理包括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释放、

宣泄患者压抑的情绪，耐心倾听患者的陈

述，适时的给予鼓励，增加患者治疗的信    

心
[7-8]

。心内科老年患者一般病情较严

重，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恐惧、暴躁等

负面情绪，对治疗与预后都极为不利，因

此，护理人员应多与患者接触，多交流，

维护护患关系，建立干预基础；患者的表

达与诉求应耐心倾听，予以理解，鼓励、

尊重患者情绪方面的释放，增加患者的信

任感；准确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利用适当

的干预方法帮助其疏导不良情绪，提高治

疗积极性。同时护理人员对患者的生活、

饮食给予正确的指导，尽量依照患者的喜

好安排饮食，使患者的身心都能得到较好

的放松
[9-10]

。本次研究说明对心内科老年

患者心理、生理状态进行分析，并针对性

的进行干预，可明显提高这的治疗效果，

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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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感染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时会引起自身抗体的形

成，产生免疫复合物，引起胸膜病变，导致毛细血

管渗透性增加。本研究显示，黏液栓组患儿的CRP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CRP是一种非特异性的炎症标志

物，当组织受损、感染时会出现快速升高的现象，等

到病情稳定并趋于好转时CRP会开始降低，恢复正常

水平
[8]
。CRP由于MP感染而上升，与MPP严重程度呈正

相关。本研究显示，黏液栓组患儿的LDH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肺组织存在LDH的同工酶，LDH会由于肺组

织的受损而上升。

　　综上，年龄、热程、胸腔积液、CRP、LDH等5个

因素是MPP患儿气道黏液栓形成的危险因素，提示我

们在临床MPP患儿气道黏液栓的防治上，积极控制危

险因素可能有助于避免形成气道狭窄及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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