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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律失常

护理的效果评价

郑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在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律失常护理中应用综合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3月作为研究

样本选取时间，选择此时段内 76例于我院就诊的老年冠心病伴心律失常患者，并使用区组随机化法分为两组，各 38人，研究组应用

综合护理法，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法，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和满意度。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患

者，其护理情况明显更优（P＜0.05）。结论：应用综合护理法进行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律失常护理能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有较好的临床使用效果，值得进行广泛的使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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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群体中，冠心病是较为常见的疾病，有较高的致残率

和致死率，这是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下降、体内脂质代谢速度缓

慢，导致脂质存积形成斑块，阻碍血液流动、导致动脉狭窄。冠

心病发病时会出现胸痛不适、心律失常的情况，如果没能进行有

效治疗还会出现器质性病变的情况，威胁生命健康。目前，冠心

病的治疗主要应用的是药物疗法结合护理干预，有效的治疗能够

降低患者痛苦，但还需辅以优良的护理手段，科学有效的护理方

法能够提升药物的使用效果。在过往的临床护理中发现，综合护

理手段在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中有突出的护理效果，能显著改善

患者情况[1]。本文对综合护理与常规护理法的护理效果和患者满

意度进行对比，探讨在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综合护理法的应用

效果，现对具体研究情况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3月作为研究样本选取时间，选

择此时段内 76例老年冠心病伴心律失常患者，并使用区组随机

化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8人。

研究组患者中有男 20人，女 18人，患者年龄在 62岁至 79
岁之间，平均年龄（69.73±1.06）岁；对照组中有男患者 21人，

女患者 17人，患者年龄在 60岁至 81岁之间，平均年龄（70.01
±1.57）岁。注意参与对比研究的患者应确诊为老年冠心病患者，

且无其他严重身体疾病、意识清醒能正常交流。对比两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可以得知，没有明显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进行对比。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法，根据患者情况和医嘱要求进行

基础护理、健康教育以及药物护理等。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应用综

合护理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①认知行为护理。出于对冠心病知识的不了解和未知病情的

恐惧，患者常常会在内心放大病情严重程度，不仅会降低治疗信

心、产生不良情绪，还会导致患者对医护人员要求严苛影响医患

关系。所以，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认知行为进行干预，分阶段对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缓解不良情绪。护理人员首要的心理

干预任务就是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以专业的角度为患者讲解冠心

病的患病原因、病情发展情况和治疗方法，帮助患者正确认识冠

心病、排遣负面情绪[2]。在交流中护理人员需注意语言的使用和

沟通态度，要耐心、细心地帮助患者建立治疗信心，了解怎样才

能正确配合医生治疗。

②药物护理。冠心病治愈难度较大，某些病情严重的患者甚

至需要终身用药，由于治疗战线较长，难以保证患者按照医嘱用

药，许多患者会出现私自改换药物、漏药、停药的情况，严重影

响治疗效果、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病情。因此，护理人员要

对患者用药进行监督，不仅需告知患者正确用药方法，还要进行

定期回访，询问患者情况、是否按时用药、是否有不良反应等。

③放松训练护理。虽然有护理人员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

但疾病带来的压力还是会对患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护理人

员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放松训练，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心理压力[3]。

放松训练包括闭目养神、适量运动、深呼吸以及听音乐等。

④饮食护理。不良饮食习惯也是冠心病的诱发因素之一，所

以护理人员需帮助患者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少食多餐、合理摄

入营养，要注意饮食规律和蔬菜、肉类在三餐中的分配，可多食

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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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注重家庭护理。患者家属在护理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护

理人员需保持与家属的沟通，告知其正确的护理方式和轻松和谐

生活氛围的重要性，由家属监督患者按时用药，帮助其排遣负面

情绪。

⑥回访。在患者入院时，护理人员要详细记录其联络方式，

方便患者出院后随访。回访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但没有硬性的形

式要求，可选择上门探视或电话沟通。在随访中要详细了解患者

病情恢复情况和目前的身体感受，为患者解答疑惑并提出建议[4]。

1.3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将其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

显效：护理后患者心率失常情况明显改善，发作频率降幅达到 4/5
以上；有效：患者病情有一定改善，心率失常频率降幅在 1/2—
4/5；无效：患者情况无明显变化或发作频率降幅低于 1/2。总有

效率=（有效+显效）/总人数×100%

请患者对护理满意情况进行打分，主要包括护理人员态度、

技巧以及护理人员积极性等，满分 100分，90分以上为满意，

70—90分为较为满意，低于 70分则为不满意。将满意和较为满

意计入总满意率。

1.4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患者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将数据

录入后，以“%”表示计数资料，用 x2检验，以最终数据结果 P
＜0.05为研究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具体比较结果见下表。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对比[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8 29（76.32） 8（21.05） 1（2.63） 37（97.37）

对照组 38 18（47.37） 11（28.95） 9（23.68） 29（76.32）

x2 7.3697

P 0.0066

2.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达 94.74%，而对照组仅为 71.05%，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具体比较结果见下表。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38 19（50.00） 17（44.74） 2（5.26） 36（94.74）

对照组 38 12（31.58） 15（39.47） 11（28.95） 27（71.05）

x2 7.5165

P 0.0061

3讨论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人们患病的几率飞速升高，尤其

是老年冠心病患病人数不断上升，而心律失常则是冠心病患者的

普遍症状，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冠心病的

治疗上，不仅需要及时进行药物控制，还需辅以行之有效的护理

干预帮助提升治疗效果[5]。综合护理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护理方法

更加科学规范、全面有效，是对其的发展和完善。综合护理法涵

盖的方面较多，从患者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

案，注重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在帮助患者建立治疗信

心的同时，监督其调整饮食和作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综合

护理法的应用可显著提高患者治疗依从度，从而提升治疗成功率。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模式在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律失常护理中

有较为明显的临床效果，能够促进患者身体恢复、提高治疗效果，

临床使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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