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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

患者中的有效性研究

魏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在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临床有效性。方法：利用分组研究法对我院在 2018年

5月-2019年 7月收治的 88例患者进行研究，对比组患者（n=44）行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n=44）在常规护理上行临床护理路径，

对比两组患者最终护理结果。结果：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均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各项

指标依从性均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临床有效性较高，

故值得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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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继而引发

血管腔狭窄式阻塞，导致患者出现心肌缺氧、心肌缺血或心肌坏

死等心脏病，并且大部分患者还会伴有心律失常等症状。相关相

关研究发现[1]，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的患者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焦虑、抑郁和恐惧等情绪，因此强化对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

的护理至关重要。临床护理路径是通过充分明确患者实际护理需

求，同时对患者护理现状进行分析，从而制定临床护理路径表，

以此使得护理工作更具备程序化和路径化，提升患者患者护理依

从性[2]。基于此，本文对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护理中应用临

床护理路径的临床有效性进行详细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利用分组研究法对我院在 2018年 5月-2019年 7月收治的

88例患者进行研究，每组患者均 44人。对比组患者行常规护理，

该组共有男性患者 25人，女性患者 19人，年龄范围在 53-75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66.69±1.42）岁，病程为 1-7年，平均病程

为（45.75±1.33）年；试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上行临床护理路径，

该组共有男性患者 23人，女性患者 21人，年龄范围在 53-77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67.71±1.38）岁，病程为 1-9年，平均病程

为（46.28±1.49）年。

注：本次研究排除合并糖尿病疾病患者；排除患有精神类疾

病换患者；排除存在免疫系统疾病患者，且所有患者在本院检查

均确诊为冠心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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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一般资料均对比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比组患者行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上行临床护

理路径：

（1）护理需求调查：临床护理路径小组组员共同编制“冠

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护理需求调查表”，并且将其发放到患者

和患者家属手中，告知其认真填写，填写完毕后收回，对患者护

理需求进行信息统计，按照实际填写情况从饮食、心理以及健康

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护理计划制定。

（2）护理现状：召开小组工作会议，对当下护理现状进行

相应分析，总结目前临床护理中存在的问题，经统计后发现主要

问题包括健康宣教形式单一、缺少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等。

（3）实际护理方案：

①患者入院后由小组护理人员热情接待，向患者介绍医院内

环境和设施等，向患者介绍主治医生情况等，向其发放疾病知识

宣传手册，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宣传，内容包括疾病发病原因、

发病机制以及自我护理知识和相关注意事项。另外，患者进入病

房后选择适合时间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通过播放视频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等方式，从而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②每天护理人员需对患者桡动脉和股动脉的穿刺部位情况

进行详细记录，密切关注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掌握患者并发症情

况以及穿刺部位皮肤情况等。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适当鼓励患者自

主运动，告知其健康大步走能够促进其血液运动，从而提升免疫

力，按照患者病情为其制定适合的运动计划，每天运动20-40min，
控制行走速度。

③充分根据患者用药情况对其进行用药指导，告知患者严格

按照医嘱用药，切忌自行增减药量或擅自停药，向患者讲述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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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对其疾病康复的重要性，保证患者能够按时用药。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主要从患者焦虑、

抑郁以及恐惧和烦躁四方面分析；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总依从性，

主要从患者用药依从、作息依从、饮食依从、运动依从四方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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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对比，结

果用 t检验；用[n（%）]进行计数资料两组患者护理后总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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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两组患者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均好于对比组，P＜0.05有
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 X ±S）

组别 例数 焦虑 抑郁 烦躁 恐惧

试验组 44 9.71±1.66 8.63±1.77 8.96±1.87 9.24±1.70
对比组 44 17.35±2.33 18.17±1.82 17.84±2.11 18.25±1.77
t 17.7142 24.9260 20.8921 24.3527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两组患者护理后总依从性对比

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各项指标依从性均好于对比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总依从性[n（%）]

组

别

例

数
用药依从 作息依从 饮食依从 运动依从

试

验

组

44 44（100.00） 42（95.45） 38（86.36） 40（90.91）

对

比

组

44 38（86.36） 35（79.55） 30（68.18） 33（75.00）

X2 - 7.5122 5.0909 4.1412 3.9379
P - 0.0061 0.0240 0.0418 0.0472

3讨论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3]，目前我国国内冠心病疾病的发病率已

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态势，并且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疾病患者也

开始逐渐增多。由于该种疾病患者大部分均为中老年人，自我护

理管理能力较差，因此实际护理工作中务必确保临床护理工作的

具备高度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以此为临床疾病治疗提供良好保障。

临床护理路径能够充分体现当今护理医学中的整体护理观念，深

刻体现了工作人员护理以患者为中心，从文化、生理和心理等多

角度出发，详细列举患者护理措施，以此充分规范换护理行为[4-5]。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均好于

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各项指标依

从性均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

路径的临床有效性较高，患者接受护理后心理状态较好，且患者

护理后治疗依从性较高，故值得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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