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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性资料

将我院在过去一年内收治的 60 例心血管内科患者作为

本次的研究对象，并将其随机分成 A、B 两组，每组各 30 例患

者。其中，A 组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82 周岁，最低年龄为 33 周

岁，平均年龄为（55.0依3.0）周岁；B 组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84 周

岁，最低年龄为 34 周岁，平均年龄为（56.0依3.0）周岁。两组患

者的一般性资料基本相似，可以进行比较。

1.2 方法

对于 A 组患者，我院对其实施常规的护理方法；对于 B 组

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针对性不安全因素护理措施。

护理人员需要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

寻找 B 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具体可以从医院

方面的因素、护理人员的因素以及患者的因素入手[1]。

1.3 观察指标

在护理工作结束以后，我院需要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

行调查，并按照不同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差异，将其分为十分满

意、满意和不满意三个指标，计算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另

外，还需要统计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SPSS23.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利用 t 对数据进行检验，n 表示计数数据，并利用 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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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1 可以得出，B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可以达到

96.66%，远远高于 A 组患者的 83.33%，两组患者的数据具有

统计学意义（P约0.05）。

2.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在 A 组中有 3 例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而 B 组中没有患

者出现不良反应。

3 讨论

3.1 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

3.1.1 医院方面的因素

第一，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的工作量较大，医院的管理措

分析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
Analysis on Unsafe Factors in the Nursing Work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曹蕊

Rui Cao

揖摘 要铱目的：分析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方法：对于 A组患者，实施常规

护理方法；对于 B 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针对性不安全因素护理措施。结果：B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相对 A 组较好。结论：通过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揖Abstract铱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nsafe factors in the nursing work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Methods: For patients in group A, conventional nursingmethods were implemented; For

patients in group B,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for unsafe factors were added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Bwas better than that in

group A.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nursing satisfactionand reduce 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

揖关键词铱心血管内科护理；不安全因素；防范措施

揖Keywords铱cardiovascularmedicalcare;unsafe factors;precautionarymeasures

揖DOI铱10.36012/pmr.v2i2.1815

陕西省人民医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Shaanxi ProvincialPeople'sHospital,

Xi'an,Shaanxi,710000,China

【作者简介】曹蕊（1991～），女，汉族，陕西咸阳人，本科，护师，从事

心血管内科研究。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小组名称 人数/例 非常满意/例 满意/例 不满意/例 满意度/%
B 组 30 22 7 1 96.66
A 组 30 15 10 5 83.33
P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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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本研究结果与前者研究结果相似，但

与前者研究结果的差别是本研究使用经颅磁刺激频率为低频

0.8Hz、强度 80%耀120%刺激，而前者研究使用的刺激频率是高

频 10Hz、强度 80%运动阈值的刺激。笔者在治疗结束后一个

月内回访患者均未出现明显不适，说明 rTMS 治疗可持续缓解

颈椎病患者的疼痛，改善关节活动度。此结果也不排除磁刺激

对药物疗效的影响因素，但未见相关报道。有些学者认为，磁

刺激治疗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诱发癫痫、设备的噪声引

起不适感。在本研究中的患者均为出现不适感，患者更加乐意

接受 rTMS 治疗的治疗方式。

6 结语

根据本研究，对 28 例颈椎病患者使用 rTMS 治疗，经过临

床观察具有明显疗效。同时，rTMS 能够无创、无痛达到相应的

刺激神经根深度。笔者在治疗后一个月内调查患者症状无复

发者，但并没有追溯一个月以上患者，目前治疗对于经颅磁刺

激对颈椎病的远期疗效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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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实得不到位，将直接对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造成不良影

响；第二，医院的管理工作本身也存在不安全因素；第三，医院

的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使得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发生不

安全事件的概率较大；第四，通常情况下，心血管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费用都较高，如果医院没有及时向患者或患者家属下

达医疗费用单，在后期容易引发医患矛盾。

3.1.2 护理人员的因素

第一，部分心血管内科的护理人员的实际工作经验较为

缺乏，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在细节方面难以满足社会和患者

对于护理服务质量的期望；第二，部分心血管内科的护理人员

自身的安全意识、服务意识以及法制意识都还有待加强；第

三，基于心血管内科科室的特点，大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

存在危重且不稳定的特点，这就导致心血管内科的护理人员

的工作量较大，长此以往，部分护理人员容易出现厌烦心理，

影响护理效果。

3.1.3 患者的因素

护理工作需要患者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心血管内科疾病

患者自身也存在着不安全因素。

3.2 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的安全防范措施

3.2.1 对患者进行健康普及

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帮助患者明

确心血管内科疾病容易引发的并发症和治疗机理，并为患者

讲解在接受治疗以后可以达到的效果，进而增加患者对医生

和护理人员的配合程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护理纠纷。

3.2.2 加强对内科护理人员的培训

首先，医院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法律知识的培训，使其

在护理工作中可以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工作；其次，医院还需要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及业务能力的培训，使其掌握

心血管内科疾病的护理知识，增加护理人员的临床经验；最

后，医院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的培训，

约束护理人员的工作行为，进而保证护理效果。

3.2.3 完善内科护理管理制度

医院需要建立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制度，在管理制度中

融入风险管理的措施，使其起到预防护理风险事件的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存在多项不安全因素，

因此医院需要规范护理人员的行为，使其在护理工作中严格

遵循相关规章制度，降低护理过程中风险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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