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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律失常患者采取循证护理的时候，相应的临床护理效果及应用价值。方法：将在 2018 年 9 月
- 2020年 9月期间，50例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作为主要的实验对象，采取随机分配法，将所有患者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中患
者接受常规的护理，实验组患者接受循证护理，每组患者各 25 例，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心功能情况进行评估。结果:实验组
中患者护理之后的满意度要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心功能情况比对照组理想，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取循证护理的模式对
于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律失常的患者，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心率失常情况，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率失常情况，在临床上值得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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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急性的心肌梗死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内科急

症。患者在患病之后，起病比较急，而且患者的病情有着比
较明显的进展，可能会对患者的生命造成威胁

[1]
。在临床上，

对于患者使用的是β受体的阻滞剂，还有胺碘酮，以及利多
卡因、氯化钾注射液等各种药物，这些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后
心律失常患者采取相关的抗心肌缺血，以及补钾进行治疗,
这样能够对患者的心脏的血流灌注情况进行改善，从而对患
者的坏死的心肌细胞进行改善，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在 2018 年 9 月-2020 年 9 月期间，50 例并发心律失常

患者作为主要的实验对象，采取随机分配法，将所有患者分
成对照组与实验组。其中对照组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7
例，最高年龄 72 岁，最低年龄 53 岁，平均年龄（61.0±5.43）
岁；实验组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8例，最高年龄 73 岁，
最低年龄 57 岁，平均年龄（60.03±4.56）岁。对比两组患
者资料，组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纳入标准：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都是自愿入组的，
所有入组的患者都经过研究组的讲解加入到实验职中，患者
本人及家属均已知晓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剔除：①精神
疾病②患者、家属拒绝签字③自身免疫性疾病。 

1.2 方法 
对照组：对于本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模式，包括为患

者讲解疾病的注意事项，以及健康教育。 
实验组：实施循证护理，成立循证护理的小组。护理的

小组成员包括了专业的护理经验的护士、护士长等组成。对
于护理小组的成员做好相关的循证护理知识，并且进行不同
的培训还有考核的方式，这样能够更好的保证循证护理措施
的正确，并且得到更加规范的实施。做好循证护理方案，理
小组成员对收集到的有关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的文献
资料进行回归性分析，再结合以往的护理经验找出在对心肌
梗死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后再依照循证护
理方面的问题，还有对患者的病情做好评估的工作，并且制
定出更加合理的护理方面的方案。之后再依照循证护理方面
的方案来做好相应的护理措施。对于急性的心肌梗死并发心
律失常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躁、惧怕等各种负面的心理。所
以，作为护理人员需要更加及时的对患者做好心理上的疏导，
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程度，帮助患者树立其治疗的信心，
保证能够积极地配合治疗。针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出现
了房室传导阻滞，还有就是快速房颤，以及心动过速之后，
就发生心律失常，对于患者的心脏的收缩功能造成影响，对
于患者的心排血量和血压的水平进行改善。 

1.4 统计分析 
SPSS22.0 软件进行 t、x2 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患者经干预后，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

显大于对照组，x
2
=17.4371，p 小于 0.05。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n=25） 18 6 1 24（97.95） 

对照组（n=25） 9 5 11 14（67.34） 

X
2
    14.0911 

p    0.0001 

2.2 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中患者的心功能分级 
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中患者的心功能分级，实验组患者

的要优于对照组，且两组之间的结果差异具有明显的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2所示。 

表 2实验组与对照组中患者的心功能分级（ sx  ） 

组别 例数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实验组 25 8 7 8 2 

对照组 25 18 2 1 4 

X
2
值  8.0128 3.3875 6.6396 7.7576 

P 值  0.0046 0.0656 0.0099 0.3840 

3 讨论 
目前在临床上，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律失常患者数量

越来越多，有研究表明，采用科学、有效的护理措施对接受
药物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律失常患者进行护理，可改善
其心功能，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率

[2]
。文章研究的主要是循

证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相关的效果比较理想，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改善

[3-4]
。循

证护理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循证问题，寻找循证
依据，根据患者疾病特点给予患者对症护理，提高了护理决
策的科学性，使得护理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5]
。 

实验表明，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对相关的结果进行统
计，实验组中患者护理之后的满意度要优于对照组，心功能
情况，实验组也比对照组理想，存在的统计学结果是具有一
定的差异性的，也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律失常患者，采取循
证护理的方式，能够有效的对患者的情况进行改善，在临床
上值得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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