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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理念在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对护理满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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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在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理念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8年 2月至 2019年 2月来本院治疗的 86
位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3例。其中对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对观察组在实施常规
护理时将人文关怀理念融入其中，通过 GQOLI-74量表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评分，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本次研究
显示，观察组患者各维度评分和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患者，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慢性心衰患者的
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文关怀理念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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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由于各种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导
致心室充盈和（或）射血能力低下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根据发病缓急可分为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临床主要表现为
乏力、呼吸困难、睡眠障碍等，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慢性心衰患者实施对症治疗的同

时予以相关的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症状，提高患者
护理满意度。随着医疗水平的逐渐提高，有众多护理干预方
法可供选择，本文就在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理
念的价值展开讨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2月至 2019年 2月来本院治疗的 86位患者
为研究对象，86例患者经临床诊断均确诊为慢性心衰。不具
备正常沟通能力者与患有严重精神类疾病者均予以排除。通
过随机数表法将 86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3 例。其中，观察组男 20 例，女 23 例，年龄在 59-73 岁，
平均年龄（66.2±2.2）岁；对照组男 22例，女 21例，年龄
61-75岁，平均年龄（66.9±2.3）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此次研究是在患者与
其家属的同意下进行，且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包括用药指导、基本生活指导等在内的
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在护理中将人文
关怀理念融入其中。具体护理方法如下： 

心理护理：面对病痛的折磨患者的心理都是脆弱的，且
慢性心衰又属慢性疾病，治疗过程通常较漫长，病情又易反
复，使患者身心均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在治疗过程中患
者常常会产生焦虑、急躁等负面情绪，影响患者的病情恢复。
面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应用温和的态度积极与患者进行沟
通，了解其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对其进行疏导；
通过向患者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和痊愈病例，为其树立信心，
并叮嘱患者家属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支持，与其一起对抗
病魔，促进患者病情恢复。 

环境护理：在病人入院前对其进行调查，对患者平时的
居住习惯进行了解，为患者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护理人员
要及时对房间进行清理，每天定时进行通风和消毒，定期更
换床单以及卫生用品，护理时尽量保持安静，减少病房内的
噪音，减轻因为外力给患者带来的压力。 

个性化干预：在患者住院期间可根据患者的兴趣爱好为
其提供一些娱乐活动在放松身心的同时还能交到朋友，为患
者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患者能够从中找到归属感，减
轻因住院带来的孤独感。对于需长期卧床观察的患者每日定
时帮助其翻身，防止因长时间面向一侧导致压疮。积极与患
者进行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赢得患者的信任。 

1.3 观察指标 

通过 GQOLI-74量表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评分，观察指标
包括物质生活、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这四个维度，
满分 100 分，分数与生活质量成正比。并在出院前采用调查
问卷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用
x
±s描述，采用 t值检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采用χ
2
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评分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四项评分结果均高于对照组患者，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GQOLI-74量表评分情况对比（ x±s，分） 

GQOLI-74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43） 对照组（43） 观察组（43） 对照组（43） 

物质生活 59.4±7.9 61.2±6.2 73.4±5.2 69.9±4.3 

躯体健康 50.2±4.9 52.3±5.1 75.4±7.1 56.2±8.1 

心理健康 40.1±2.3 39.9±3.2 69.6±5.5 49.5±6.9 

社会功能 39.6±6.8 38.9±5.9 59.6±5.2 44.5±5.3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7.7%（42/43）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的 81.4%（35/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老年人因为自身免疫力较低且各项身体机能退化，成为
慢性心衰的主要发病群体，发病后多数患者治疗难度较大，
且预后较差。慢性心衰患者长期受到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折
磨，长此以往，会产生许多负面情绪，治疗依从性降低，最
终对患者的治疗效果造成影响，增加患者的治疗时间，循环
往复的恶性循环加重患者心理负担的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的
经济压力。所以，要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加快患者治疗
进程，对慢性心衰患者实行有效护理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人文关怀理念强调重视个体主观感受的重要性，随着人
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人文关怀理念被越来越多的
应用到临床护理工作中

[2]
，将患者放在治疗的主体地位，把

提高患者身心健康作为目标，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患
者支持、鼓励。 

本次研究显示，实施人文关怀护理的观察组在生活质量
评分和护理满意度上均高于对照组，这表示，在慢性心衰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文关怀理念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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