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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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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慢性心衰患者运用人文关怀护理的临床有效性。方法：选取 40 例于 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在干休所治
疗慢性心衰的患者进行研究，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行人文关怀护
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情况。结果：研究组的护理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对比度明显，统计学有对比价值 P＜0.05。结
论：慢性心衰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能有效提升整体的满意度，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也十分有利，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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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具体是因慢性心肌损失所造成的心肌结构、功
能发生变化，这也是心脏发展的终末期，此疾病的临床表现
以乏力、睡眠质量差、呼吸困难等为主。在治疗时，若未能
控制好病情发展，将会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随
着临床对于健康重视度的不断提升，临床医疗服务要求也有
也相应的提升，基于此，临床通过治疗与护理相配合的方式
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下文对人文关怀护理运用于慢性心衰患
者的临床价值进行分析，以为有需要人士提升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3月-2020年 3月在干休所治疗慢性心衰的
40 例患者进行研究，根据患者的护理方式分为研究组与对照
组，各小组分别有 20 例，其中，研究组患者中有男性 11 例，
女性有 9 例，对照组患者中有男性 10 例，女性 10 例。患者
年龄 85-95 岁，平均年龄（88.95±5.37）岁。对两组患者的
资料进行比较，差异对比性小 P＞0.05，有研究分析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在护理期间，指导患者
遵守医嘱，紧密观察患者的临床情况（体征与病情的变化情
况）。患者还应注意休养，不可过多进行体力劳动，对于需长
期卧床的患者，医护人员可指导家属为患者下肝实施被动运
动，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病室维持流通的空气，环境安静，
视患者的心功能恢复情况来安排合适的活动，加强对患者的
宣教，使患者了解情绪与健康的关系。 

研究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实施人文关怀护理。首选，为
患者实施人性化心理疏导护理，医护人员要多与患者交流，
让患者主动诉说内心的烦恼，并向患者讲解病症的产生机制、
改善措施，帮助患者缓解其焦虑、悲观的情绪。在与患者交
流期间，要注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尽可能让患者听明白。
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还需与患者家属沟通，家属要多鼓励、
多陪伴患者，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其次，向患者实施人文
关怀护理，针对患者的临床病情制定适合患者的治疗措施，
合理、科学用药，控制好给药剂量与时间，可在白天使用利
尿药，观察患者的尿量、脉搏、血压，避免用药为患者睡眠
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并预防利尿过度所造成的机体疲乏以及
低血容量等，此外，对于老年患者需小剂量给药，注意观察
此类患者头痛、视力降低等情况。其三，为患者实施人性化
基础护理，通常情况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合并气喘、水肿
等症状，为此，患者通常指导半卧位，调节床头高度。每日
定时擦洗患者皮肤，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防止压疮的产生。
为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以高蛋白、高热量以及
低脂肪食物为主，控制钠盐的摄入量，这能帮助缓解患者的
心脏负荷。为患者营造舒适温馨的住院环境，维持空气清新、
病房安静。 

1.3 评定方法 

观察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MLHF-Q），同时评估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 

生活质量评分由涉及社会限制、情绪、症状、体力限制
这四个部分，每项共计 21 项目，每项评分为 5 分，总分为
105 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差。 

护理满意度评分：由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在
患者出院前向其发放勾选，总分为 100 分，得分数越高表示
患者越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的临床数据加以处

理，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以“ ±s”表示计数资料，以

“X²”检测各项数据差。P＜0.05，表示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各
项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度小 P＞0.05，护理后，研究组的各项
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统计学有对比意义 P＜0.05，
见表 1。 

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评分，研究组的护
理评分为（97.50±1.69）分，对照组护理评分为（88.43±
2.90）分，对照组护理评分明显低于研究组，差异对比度明
显，统计学有对比价值 P＜0.05。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表（ ±s，

分） 

组别 时间 社会限制 情绪 症状 体力限制 

研究组 护理前 5.09±1.21 11.29±2.51 10.11±1.51 14.19±3.19 

 护理后 4.11±1.49 6.61±1.81 7.19±1.34 10.29±2.72 

对照组 护理前 5.29±1.30 11.21±3.14 10.21±1.23 14.61±2.57 

 护理后 5.09±1.06 9.71±2.31 9.29±1.81 12.11±2.71 

3 讨论 

心力衰竭是临床十分常见的疾病，以老年病患群体为主，
据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到，随着我们人体年龄的不断增加，疾
病的病发率也会随之增加。临床实践表示，对于此类患者在
行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应与护理干预相配合，这能有效提升
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患者的病情康复效果。人文关怀属哲
学理念，将此理念引入护理中能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中，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而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
施人文关怀护理，就两组护理效果来看，研究组生活质量评
分以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P＜0.05。 

由上可见，慢性心衰患者开展人文关怀护理可有效提升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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