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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是为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患
者设置的科室,简称心内科。 在治疗过程中采取持续护理质量
改进措施,能提升患者在康复阶段和治疗阶段的舒适程度。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共 64例, 收治时间是 2019年 6

月至 2021年 3月,用摸球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有 32例。
本研究患者全部签署知情同意书,整理患者资料,包括女性 27
例,男性 37例;患者年龄 35~69岁,平均年龄是(51.38±5.90)岁。
原疾病包括:10例心功能不全,8例风湿性心脏病,29例高血压,
17例冠心病。 全部患者在发病前没有睡眠障碍,临床治疗完整,
并且没有智力或者精神障碍,用摸球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1.2方法
1.2.1对照组
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治疗过程、治疗措

施、治疗注意事项,持续监控患者的各项身体指标。
1.2.2观察组
采取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①规划阶段。 分析心血管内

科患者的体征和年龄特点。 总结当前护理中的隐患和危险因
素,实施调查。 结合调查结果,制定持续护理质量改进计划。 在
护理方案制定方面,区分不同护理人员的职责,并且落实奖惩
制度,提升管理的严格性。 ②实施阶段[1]。 根据提前制定的护理
方案,针对护理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讲解心血管内科的实践技
能和护理专业知识,要求护理人员关注护理细节,完成医院的
考核。 护理人员之间做好材料交接和信息沟通,避免出现医疗
纠纷。 通过巡诊等方式,了解患者个体情况,调整护理方案,通
过实施个性化护理,保证护理质量。 ③改进阶段[2]。 观察和监控
高危患者,关注他们的身体机能和个人状态,落实值班制度、交
接班制度和消毒隔离制度,准备好进行急诊护理。 在改进阶段,
需要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想法, 利用针对性措施完善护理方
案,为下一阶段提供资料基础。④总结阶段[3]。召开季度、月度例
会,总结护理方案出现的问题,目的是持续改进护理流程。 梳理
护理一流问题,考核相关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合理的惩
罚和奖励。

1.3评价标准
使用医院自制调查问卷调查护理满意度,为心内科患者解

释研究意义和目的之后, 在患者理解量表内容基础上进行填
写,这样能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总分 100,分数越高,证明患
者对于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模式的满意度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1.0统计学软件,使用率(%)表示计数资料,使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3讨论
心血管内科的护理工作较为繁杂, 而且相关安全影响因

素比较多,容易出现护理纠纷和护理投诉问题。 如何减少护患
纠纷、提高满意度、确保患者安全、提升护理质量、改进服务流
程是医护人员需要关注的问题。 心内科患者病情严重、复杂、
突变概率高。 因此护理人员的压力较大,引入持续护理质量改
进措施,应用前瞻性护理管理模式,能有效提升护理的质量。
在护理工作中,严格执行护理操作流程和制度,健全各方面的
护理操作指引,做好电脑医嘱录入工作,并且及时登记患者的
治疗信息,认真执行医院交接班制度,重视交接和记录患者的
皮肤情况、治疗情况。 设置备忘录来完善交接,如果发现患者
及其家属存在情绪或言行上不满的苗头, 需要及时做好解释
和沟通,提醒相关护理人员注意和重视。 心内科药物有一定特
殊性,必须保证护理人员掌握药物知识。 告知患者药物使用注
意事项,针对心内科患者病情极重的特点,需要重视对病情的
评估,特别是关注血压、心律和心率的变化。 不管患者病情,轻
重都需要随叫随到。 对于存在坠床风险的患者,及时设置跌倒
和坠床的警示牌。 如果发现患者出现焦虑紧张等心理,采用沟
通交流健康教育等方式进行疏导[4]。 为了避免老年患者摔倒,
在卫生间等湿滑部位设置海绵垫, 并且在锋利的桌角等部位
设置防护措施。 为了保证患者的睡眠质量, 指导患者合理饮
水,如果在睡前大量饮水,可能因为起夜而出现危险。

心理护理干预是持续护理质量改进中必须重视的。 心内
科患者的治疗显效慢、患者病程较长,护理人员需要倾听患者
对于护理和环境的抱怨,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主动关心和
监控最新病情发展情况。 在护理中表现出自身的专业性,必要
情况下介绍成功治疗的案例。 在抢救危重患者时,使用屏风进
行遮挡,尽可能保护患者隐私,避免让患者出现应激反应。 本
研究针对心血管内科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从改善病
房环境出发, 尽可能提升护理的舒适度, 缓解患者的负面情
绪,针对患者的病情和具体身体指标实施护理操作。

综上所述,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能促进患者恢复,护理
满意度较高,临床推广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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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例数 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32 92.36±5.30
对照组 32 81.28±3.47

t 9.9158

P ＜0.05

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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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择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共 64例,收治时间是
2019年 6月至 2021年 3月,用摸球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有 32例。两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和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
对比满意度。 结果: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持续护理质量改
进措施能促进患者恢复,护理满意度较高,临床推广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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