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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在 2019 年一年内心血管内科收治的 60 例心血管

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然后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即干预组

和比较组，每组 30 例患者。其中，干预组中有男性患者 16 例、

女性患者 14 例，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81 周岁，最低年龄为 49
周岁，平均年龄为（60.5依2.5）周岁；比较组中有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3 例，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79 周岁，最低年龄为

48 周岁，平均年龄为（61.5依2.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具有

一致性，可以进行比较研究（P跃0.05）。

1.2 方法

对于比较组的患者，我院对其实施常规护理。例如，实时

监测患者的病情，对于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

时和其主治医生汇报；加强对患者的生活护理和用药护理，指

导患者正确用药；加强对患者的出院指导，对于患者在出院以

后的饮食、锻炼等要进行科学的指导。

具体操作如下：第一，建立并完善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加

强对干预组患者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基础护理知识、实践操

作技术等，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护理水平；第二，医院要

定期开展护理风险讨论会议，加强对患者基本资料的分析，找

出出现护理风险事件的原因，并制订相应的防范措施；第三，

定期进行风险演练，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事件应对能力[1]。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按照其满意度差异

将其分为十分满意、满意及不满意三个指标。对两组患者风险

事件的发生率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主要使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其中，利用 t 对数据进行检验，n（豫）表示计数数据，并利用 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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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剂量及给药途径，避免患者盲目用药，减少不良反应。

4.2 确定病原体选择用药

第二代和第三代头孢菌素可用于感染耐药菌和特定感染

部位。第一代头孢菌素主要用于治疗 G+球菌，即一些 G+细菌

和金色葡萄感染。第二代头孢菌素抗生素用于治疗革兰阴性

杆菌感染，此外，对于 G+菌感染也能产生一定的效果。第三代

头孢菌素可用于治疗症状严重的细菌感染，效果更明显。第四

代头孢菌素可用于 茁-内酰胺酶细菌感染，具有最广泛的抗菌

谱，并且肾毒性最小。

4.3 不同情况给药方式不同

第一代与第二代头孢类抗生素可以进行外科预防用药，

第三代却不能；第一代与第二代头孢类抗生素可以在轻度感

染中使用；第二代与第三代可以治疗住院患者。口服头孢类抗

生素作用较弱，主要是因为药物要经过肝脏反应，减弱效果，

所以比较适用于尿路感染、轻中度呼吸道感染以及肠道感染。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口服制剂都不能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中使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时应考虑适应证和不

良反应。熟悉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不良反应，有利于合理使用

抗生素，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两者相辅

相成。建议医疗单位要重视医院员工的能力培养，提升医院软

实力，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应增强业务学习的自律性，特别是

对新知识的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小组名称 人数/例 十分满意/例 满意/例 不满意/例 满意度/%
干预组 30 22 7 1 96.66
比较组 30 15 10 5 83.33

P -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进行检验，以 P约0.05 代表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体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

比较组，两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约0.05）。

2.2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比较

比较组中，有 2 例投诉事件，2 例患者出现了并发症，而干

预组中，没有出现投诉及并发症等不良事件。

3 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危险因素及防范

措施

3.1 护理人员方面

在护理人员方面，存在的危险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

一，部分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还有待加强，对于专业技术设备

的使用还有待熟悉，存在操作失误等现象；第二，部分护理人

员在对患者进行输液护理时，存在较多的问题。

对于以上危险因素，医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解决：第

一，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使

其可以熟练应对心血管内科风险，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第二，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考核，使其在考核合格以后方能上岗，并实

施带教制度，让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带领年轻的护理人员进

行工作，实现相互促进。

3.2 患者方面

心血管内科患者通常情况下都是中老年人，这些患者中，

有部分年龄较大的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故而在实际的护理

过程中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并且对于自身的疾病也缺乏正确

的理解，这就导致这些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配合度较低。

对于以上危险因素，医院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

一，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帮助患者对自身的疾

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二，在用药方面，护理人员需要将药

物放在患者可以直观看见的地方，提醒患者进行服药；对于一

些有特殊要求的药物，护理人员需要采取合适的包装，避免患

者出现服错药物的情况；对于一些存在吞咽问题的老年人，护

理人员则需要将药物进行处理。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心血管内科护理的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不安

全因素，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加强对患者的分析，找到产生不安

全因素的原因，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进而提高患者的

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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