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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实施

罗朝秀

福泉市中医医院　贵州福泉　550500

【摘要】目的　探讨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运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近三年手术治疗 58 例心脏疾病患者为

对象，根据护理方案不同均分为常规组和舒适组，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舒适组实施舒适护理，对比两组效果。结果　两组干

预后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进行对比，舒适组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消除效果更好，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后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进行对比，舒适组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更高，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 ＜ 0.05）。

结论　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运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显著，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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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为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旦心脏产生疾病，需要手

术进行治疗，患者会产生心慌、焦虑等情绪，使得病情加重，

治疗依从性下降，不利于患者的救治，此时，护理服务显得

极为关键 [1]。为探讨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运用舒适护理的

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近三年手术治疗 58 例心脏疾病患者为对象，根

据护理方案不同均分为常规组和舒适组，每组患者29例，其中，

常规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2 例，年龄在 31 岁 -67 岁，均值

（48.21±1.25）岁；舒适组中男性 18 例，女性 11 例，年龄

在 32 岁 -65 岁，均值（48.25±1.23）岁；性别资料和年龄

资料进行对比无意义（P>0.05）。医院伦理委员会签署本次

研究的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各项症状符合心脏疾病诊断标准；②签署同

意书。

排除标准：①精神疾病者；②手术禁忌者。

1.2 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根据手术流程，做好相应的准备工

作，依据原有制度，提供常规宣教及服务工作。

舒适组实施舒适护理，措施：①术前护理，根据手术所需

做好准备，评估患者心态变化，出现负面情绪，及时消除，

在控制情绪后，详细告知手术流程、注意事项等，条件允许

情况下，可以前熟悉手术室环境。②术中护理，辅助医生，

密切观察患者各项指标，出现异常，及时报告和处理，做好

保暖工作。③术后护理，根据患者身体康复情况，合理用药

和膳食；同时不定期评估患者心态，出现不良情绪，找出原因，

尽快消除。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针对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表现出来的害怕情绪、心

慌情绪及焦虑情绪，采用相应情绪评估表，分数在0分-100分，

经评估后所得分数越高，说明评估者所表现出来的相应情绪

越好，经评估后所得分数越低，表明评估者所表现出来的相

应情绪越差。（2）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感受到的舒适度，

选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分数在 0 分 -100 分，问卷所得

分数越高，表明答题者表现出来的舒适度越高，问卷所得分

数越低，说明答题者感受到的舒适度越低。（3）针对两组患

者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依从性，选用依从性评估表完成评

估工作，评估表分数在 0 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评估者

治疗越配合，分数越低，说明评估者治疗越抗拒。

（4）自制问卷，对两组患者是否满意干预效果进行调查，

问卷分数在 0 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调查者对干预效果

越满意，分数越低，表明调查者对干预效果越不满意。

1.4 统计分析

将数据输入 SPSS20.0 中进行系统分析，心慌情绪、害怕

情绪及焦虑情绪、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用 (χ±s) 表示，

用 t检验，P值＜ 0.05，数据存在比较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后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情况

两组干预后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进行对比，舒

适组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消除效果更好，数值比

较存在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两组干预后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情况 (χ±s，分 )
组别 心慌情绪 害怕情绪 焦虑情绪

舒适组 (n=29) 92.47±1.32 91.85±1.24 91.72±1.16
常规组 (n=29) 76.52±1.57 76.95±1.48 77.32±1.69

t 值 7.658 6.859 8.124
P 值 ＜ 0.05 ＜ 0.05 ＜ 0.05

2.2 两组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

两组干预后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进行对比，舒适

组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更高，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两组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 (χ±s，分 )
组别 舒适度 依从性 满意度

舒适组 (n=29) 93.45±1.21 94.05±1.32 95.21±1.18
常规组 (n=29) 78.92±1.52 79.65±1.47 80.64±1.37

t 值 8.658 9.124 9.587
P 值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心脏作为血液循环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织器官，主要作用

就是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让血液流行到全身各处，一旦心脏

出现疾病，会直接影响患者全身血液流动，继而影响身体健康，

严重者，会致死，需重视其危害性；在对心脏疾病患者确诊后，

需手术治疗时，应重视其护理质量 [3]。

舒适护理作为新型干预模式，重点体现在“舒适”，在根

据手术流程，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还应让患者感受

到舒适，整个干预过程，分为术前护理、术中护理和术后护

理，术前主要针对手术流程，做好准备工作；术中护理为确

保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护理主要针对患者身体康复。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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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两组患者麻醉配合度、麻醉前焦虑情绪评分相比较

组别 麻醉配合度 麻醉前焦虑情绪评分

常规服务组 84.31±2.71 43.39±3.57
人性化服务组 94.51±3.41 32.51±2.61

t 8.273 9.177
P 0.000 0.000

3 讨论
人性化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其可为患者提供人性

化关怀和优质护理，积极推动了护理事业的发展，促使传统

以患者疾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转化为以患者生理、心理舒适

为服务目标和宗旨，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5-6]。

对手术麻醉患者来说，手术创伤可给其带来极大的痛苦，

而术中疼痛可加重患者痛苦，使其情感和心理更脆弱。因此，

在麻醉前需对患者进行相关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以消除其

思想顾虑，更好配合麻醉工作。术中需根据麻醉方式和患者

个体化差异进行针对性护理，确保手术的安全性，减轻患者

心理压力。麻醉后需协助患者擦拭血迹和告知术后注意事项、

定期复查的重要性等，以保证手术效果和术后康复质量 [7-8]。

本研究中，常规服务组实施常规护理服务，人性化服务组实

施人性化服务。结果显示，人性化服务组麻醉护理满意度高

于常规服务组（P＜ 0.05）；人性化服务组患者麻醉配合度、

麻醉前焦虑情绪评分优于常规服务组（P ＜ 0.05）；人性化

服务组麻醉不良反应如呕吐、躁动发生率低于常规服务组（P

＜ 0.05），可见人性化服务在麻醉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确切，

在改善患者情绪状态，减少并发症和提升满意度方面均有重

要作用。

综上所述，人性化服务在麻醉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确切，

可有效减轻患者焦虑情绪，减少躁动、呕吐等麻醉不良反应

的发生，提高麻醉配合度和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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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集束化护理管理的概念源于医疗质量改进领域，最早应用

于感染控制和手卫生等领域。后来，它被引入到其他临床领域，

包括围手术期护理、疼痛管理、糖尿病管理等 [1]。集束化护

理管理通过制定标准化的护理操作流程和指南，将多个相关

的护理操作整合为一个集束，以确保操作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2]。这种方法可以减少操作的变异性和错误，提高护理的质量

和效果。集束化护理管理的特点包括个性化、标准化和综合

性 [3]。它注重根据患者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计划，同时通过制定标准化的护理操作流程和指南，确保护

理操作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集束化护理管理综合考虑患者的

身体、心理和社会因素，将多个相关的护理操作整合为一个

集束，以提高护理效果和患者的康复。

总而言之，先心病患儿围术期运用集束化护理管理，可以

有效的减少患者并发症，加快疾病恢复速度，整体情况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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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比常规护理与舒适护理在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效果，

结果为：①舒适组干预后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情

为（92.47±1.32）分、（91.85±1.24）分和（91.72±1.16）

分，常规组干预后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情为

（76.52±1.57）分、（76.95±1.48）分和（77.32±1.69）

分，舒适组心慌情绪、害怕情绪及焦虑情绪消除效果更好，

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 0.05）；与张瑜等 [4] 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在情绪改善和控制方面，舒适护理服务患者的效果更好；

②舒适组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为（93.45±1.21）分、

（94.05±1.32）分和（95.21±1.18）分，常规组舒适度、

依从性及满意度为（78.92±1.52）分、（79.65±1.47）分

和（80.64±1.37）分，舒适组舒适度、依从性及满意度更高，

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 0.05）；与吴晓等 [5] 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在舒适度、依从性和满意度方面的对比中，舒适护理的

效果更好，患者康复更快，其运用价值极高。

综上所述，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运用舒适护理的效果非

常好，能及时消除负面情绪，提升舒适度和依从性，提高满

意度，在选用方案时，值得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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