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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

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的作用研究

魏 芳

上海中医院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对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群体采用循证护理的临床护理效果以及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利用随

机数表法对我院在 2018年 11月-2019年 11月收治的 80例患者进行研究，参考组患者（n=40）行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n=40）
行循证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最终护理结果。结果：研究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 7.5%低于参考组患者护理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

30%，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明显好于参考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

失常患者群体采用循证护理的临床护理效果显著，患者接受护理后并发症发生概率较低，故值得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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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是当今临床中一种常见的危重症疾病，冠心病以及

机体电解质紊乱和心肌梗死等均会导致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由于

心律失常疾病发病速度快、死亡率高以及病情进展速度快，因此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有着极高的治疗和护理难度。患者发病后如若

没有及时制止异常心律，帮助患者恢复窦性心律，那么将会极大

加重患者的病情，严重的直接造成患者死亡。根据相关数据调查

显示[1]，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急性心肌梗死疾病患者存在心律

失常的现象，且病死率已经超过 30%。因此，临床中在治疗急性

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同时还需对患者进行科学的护理，从而帮

助提升预后[2]。基于此，本文对我院在 2018年 11月-2019年 11
月收治的 80例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采用循证护理的

临床护理效果以及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结果报道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利用随机数表法对我院在 2018年 11月-2019年 11月收治

的 80例患者进行研究，每组患者均 40人。参考组患者行常规护

理，该组共有男性患者 26人，女性患者 14人，年龄范围在 58-7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8.54±1.25）岁，该组患者侧壁梗死患者

18人，前壁梗死患者 7人，侧壁合并前壁梗死患者 5人，下壁

梗死患者 10人。研究组患者行循证护理，该组共有男性患者 24
人，女性患者 16人，年龄范围在 59-7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9.62
±1.33）岁，该组患者侧壁梗死患者 20人，前壁梗死患者 9人，

侧壁合并前壁梗死患者 4人，下壁梗死患者 7人。

注：本次研究排除合并其他脏器功能不全疾病患者；排除患

有语言障碍疾病患者；排除存在长期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患者，

本次研究中患者发病时间均在 48h以内。且所有患者在本院检查

均符合《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与诊断标准》疾病诊断标准，确诊

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炎。所有患者已自愿签订知情同意

书且本次实验已经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认可。患者的一般资料对

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参考组患者行常规护理，

研究组患者行循证护理：

（1）收集循证依据：建立循证工作小组，由护士长组织小

组成员定期开展进行心肌梗死疾病护理交谈会，对小组成员进行

循证护理知识讲解，提升护理人员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

疾病知识得以全面掌握。

（2）制定循证护理方案：由具有多年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

对患者进行病情观察，同时进行文献资料收集，充分结合患者实

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

（3）循证护理实施：

①全面开展急救工作：对患者开展吸氧以及建立静脉通道等

急救措施，针对存在外伤的患者需对其进行相应的止血和包扎等。

进一步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同时迅速协调相关科室到位，做好

各类应急处理方案。

②药物护理：护理人员在对患者用药过程中需要向患者讲述

药物相关知识，包括服药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药物方案

和药理机制等，使得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同时，患者用药后护理

人员需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异常，一旦发现立即告知主治医生

同时采取紧急措施。

③心理护理: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发病与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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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状态存在紧密关系，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内心

心理动态，加强与患者沟通，掌握患者出现不良情绪的原因，最

大程度帮助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保持乐观心态。同时，护理人员

还可以向患者讲述既往治疗成功案例，帮助患者建立疾病治疗信

心。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包括患者出现心衰、

猝死以及心源性休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主要从生

活状态、躯体功能以及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四方面分析。

1.4数据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使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20.0，其中使用（ X

±S）进行计量资料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对比，结果用 t检验；

用[n（%）]进行计数资料两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对比，

结果用 X2检验，如数据差异明显，P＜0.05说明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对比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 7.5%低于参考组患者

护理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 30%，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n（%）]

组别 例数 心衰 猝死 心源性休克 总发生率

研究组 40 2（5.00） 1（2.50） 0（0.00） 3（7.50）

参考组 40 7（17.50） 2（5.00） 3（7.50） 12（30.00）

X2 - - - - 6.9891

P - - - - 0.0082

2.2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对比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明显好于参考组，P＜0.05有统

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 2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 X ±S）

组别 例数 生活状态 躯体活动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 40 54.73±3.98 56.24±5.80 55.24±5.66 53.64±5.27

参考组 40 42.34±5.31 42.91±5.53 44.61±5.81 41.25±5.17

t 11.8085 10.5201 8.2885 10.6144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讨论

心肌梗死主要就是指冠状动脉出现阻塞，机体血液流通出现

在障碍，由于心肌长时间处于缺血的状态进而导致局部组织出现

坏死，患者主要临床表现就是胸骨后疼痛以及心律失常和突发性

休克等。循证护理需要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际工作中保持科学严谨

的工作态度，充分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同时深刻结合患者实际病

情为患者制定科学的护理计划。同时，在进行护理过程中护理人

员还需“以患者为中心”对其进行准确的身体评估，从心理、健

康等多个角度出发进行护理，促进患者早日恢复身体健康，改善

其生活质量[3-4]。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护理后不良现象发生概率

7.5%低于参考组患者护理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 30%，P＜0.05有

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明显好于参考组，P＜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对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群体采用循证

护理的临床护理效果显著，患者接受护理后并发症发生概率较低，

且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护理满意度较高，故值得在临床

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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