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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探 索

循证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护理中的应用
何　倩

（空降兵部队医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目的：探究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患者中应用循证护理的效果。方法：对 2018 年 1 月到 2020 年 2 月的 70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患者做分组（随机数表法）研究，分为甲组同乙组，两组均 35 例患者。乙组常规护理，甲组循证护理，
比较护理满意度和护理效果。结果：不同干预实施后，甲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乙组（P ＜ 0.05）；甲组护理总有效率高于乙组（P
＜ 0.05）。结论：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患者中，应用循证护理能够提高护理效果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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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属于心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是因冠状

动脉持续性、急性缺血缺氧导致心肌坏死，患者大都伴持久的、

剧烈的胸骨后疼痛，易合并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如果不及时

治疗，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1]。所以，要及时给予急性心肌梗死

合并心律失常患者针对性治疗，并辅高效的、可靠的、安全的

护理方法。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对 2018 年 1 月到 2020 年 2 月的 70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

律失常患者做分组（随机数表法）研究，分为甲组同乙组，两

组均35例患者。甲组，42-78岁 /（58.41±4.30）岁。女15例、

男20例。心肌梗死位置：2例患者是高侧壁、10例患者是前壁、

7 例患者是下壁、9 例患者是前间壁、7 例患者是广泛前壁。乙

组，41-76 岁 /（58.32±4.25）岁。女 16 例、男 19 例。心肌

梗死位置：3 例患者是高侧壁、9 例患者是前壁、6 例患者是下

壁、10 例患者是前间壁、7 例患者是广泛前壁。两组基线资料

P＞ 0.05。

1.2 方法

乙组常规护理：卧床休息，用药指导，饮食指导，关注病

情变化。甲组循证护理：（1）提出循证问题，了解患者实际病情，

进行综合评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医院实际、护理经验，

找出循证问题，比如提高患者的疾病认识程度方法、康复训练

内容、饮食计划等。（2）寻找循证支持，选择急性心肌梗死、

心律失常、护理为关键词，在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检索，

获得循证支持，并制定护理方案。（3）实施，密切观察病情，

急性心肌梗死发病一到两周内易出现心律失常，在凌晨五点到

中午十二点多发。所以，在上述时间段要特别注意，关注病情

变化，及时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及时处理。遵医嘱给予患者

药物治疗，注意药物使用剂量、方法，告知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

合理饮食。营造良好环境，降低噪音。同患者主动沟通，耐心

解答疑惑，注意患者心理的变化，及时疏导不良心理，给予患

者鼓励。康复锻炼指导，讲述康复训练效果，提高配合度。

1.3 观察指标

护理效果，显效：抽搐、疼痛、四肢发冷、昏厥等症状消失；

有效：症状显著改善；无效：症状未改善甚至是加重 [2]。自行

研制问卷调查护理满意度，问卷总分是 100 分，50 以下计不满

意、51-80 分计较满意、80 分以上计很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2.0 软件，（%）体现计数资料，x2 检验，( sx ± ) 体

现计量资料，t检验，P＜ 0.05 体现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不同干预实施后，甲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乙组（x2=4.2000，

P=0.0404）。

表 1 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n(%)]

分组 不满意 较满意 很满意 总满意度
乙组 /35 例 8（22.86） 15（42.86） 12（34.29） 27（77.14）
甲组 /35 例 2（5.71） 13（37.14） 20（57.14） 33（94.29）

x2 - - - 4.2000
P - - - 0.0404

2.2 护理效果的比较

不同干预实施后，甲组护理总有效率高于乙组（x2=5.0806，

P=0.0242）。

表 2 护理效果的比较 [n(%)]

分组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乙组 /35 例 7（20.0） 13（37.14） 15（42.86） 28（80.0）
甲组 /35 例 1（2.86） 11（31.43） 23（65.71） 34（97.14）

x2 - - - 5.0806
P - - - 0.0242

3 讨论

循证护理是新型护理模式之一，在计划护理过程中，护

理人员审慎的、明确的、明智的结合科研结论、临床经验以

及患者愿望，而获取证据，在临床护理决策依据中，主要包

括循证问题的提出、循证支持的寻找、循证的应用和应用效

果的评价 [3]。循证护理给予患者人性化的、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利用最适宜护理研究依据，结合护理人员个人技能以及临床

经验，考虑患者实际病情、愿望以及价值观 [4]。本课题结果：

不同干预实施后，甲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乙组（P＜ 0.05）；

甲组护理总有效率高于乙组（P ＜ 0.05）。证实：循证护理

可提高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护理

满意度。

总之，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患者中，应用循证护

理能够提高护理效果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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