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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预见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10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预见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

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预见性护理能够进一步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疗效，同时降低疾病并发症发生率，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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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急诊常见疾病，具有发病突然、病情危重、进

展速度快的优势，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威胁[1]。因此，

如何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风险是目前临床研究的重要课

题。在患者入院后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与护理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

义。预见性护理主要是通过评估患者的潜在风险采取相应的护理干

预措施，进一步提高临床护理质量[2]。文章主要针对预见性护理的

应用效果展开分析，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10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观察组 50 例患者中有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年龄为

43~82 岁，平均为（61.5±7.6）岁。对照组 50 例患者中有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为 45~84 岁，平均为（60.6±7.5）岁。两组

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病情观

察、用药护理以及健康指导等。 

观察组采取预见性护理，具体措施为：（1）建立预见性护理小

组：由护士长以及 4 名工作时间超过 5 年的护士组成预见性护理小

组，并由护士长担任负责人，护理人员进行为期 1 周的预见性护理

培训，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联系。（2）小组讨论：护理人员通过小

组讨论分析临床护理常见问题，并以循证结论作为处理依据，结合

护理人员的工作经验以及患者对临床护理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护理

计划。（3）具体护理计划：①健康教育：发放本次研究特制的疾病

健康手册，主要内容包括心肌梗死相关知识、临床表现、饮食要点、

心理调节、康复训练等方面的内容，督促患者要耐心阅读健康手册

并强化相关健康知识。建立微信交流群，并在群内发送疾病相关宣

教视频，主要内容包括疾病知识、生活护理、康复训练以及疼痛缓

解方法等，以供出院患者自行观看，提高自身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

的掌握情况。②心理护理：急性心肌梗死发作时会出现剧烈胸痛，

从而引起濒死感，可能造成患者出现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组织

患者进行交流会，交流自身经历、康复经验，并通过成功治愈的案

例提高患者的信心。③饮食指导：患者进入缓解期之后需要加强饮

食管理，保持营养均衡，减少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的摄入。③疼痛

护理：根据患者疼痛程度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VAS 评分＜4 分是

可以采取听音乐、看电视等方法转移注意力，避免负面情绪加重；

VAS 评分≥4 分的患者遵医嘱给予镇痛药物。同时家属要多陪伴患

者，加强交流，缓解负面情绪引起的心理压力。④康复锻炼：早期

可以在床上进行关节被动运动，预防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并发症

的发生；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在病房内走动，保持匀速呼吸，走动

时最好让家属在一旁看护，避免患者跌倒，每次 20~30min，1 天 1

次；同时可以在床上或保持坐位进行呼吸训练，深吸气 4~5s 后屏

气 2~3s 然后缓慢吐气 4~5s，每天 10~20min。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 值检验 ，P＜0.05 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 （n,%） 

组别 临床疗效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56（92.0） 2（4.0） 

对照组 42（84.0） 8（16.0） 

X2 值 5.321 5.536 

P 值 0.043 0.045 

3.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会导致心肌功能损伤，甚至诱发心力衰

竭，对患者的健康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威胁[3]。需要尽早采取有效的

救治措施。为了进一步提高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疗效，除了有

效的治疗措施外要加强临床护理干预。预见性护理强调结合临床循

证结论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利用医院资源，保障护理的有效

性与安全性。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了预见性护理模式，组成

护理小组并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然后以循证结论为支持，制定科

学的护理计划，并且得到了一定的成效，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预

见性护理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提高护理的规范性，提高护理

人员的防控意识，从而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能够进一步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疗

效，同时降低疾病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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