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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干预在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

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卓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将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方案应用于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护理管理中，分析其临

床实际应用价值。方法：在我院数据库中调选资料作为本次研究样本池，将其中 100例 2017年 6月至 2019年 5月入院的患者作为实

验样本，随机均分为对照组（n=50）与实验组（n=50）。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实验组患者则应用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措

施开展科室内护理，分析护理效果。结果：本次研究成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明显更低，统计学意义存

在（P＜0.05）。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77.00%，实验组为 94.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急性重症病毒

性心肌炎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护理管理工作进行改善时，选择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方案，能够提高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合

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护理目标策略，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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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龄化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现代临床上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增长，

现代人群对医疗的要求也随之增长，患者以及家属都十分重视治

疗以及护理的质量[1]。除此之外，心内科疾病患者大多为老年人

群，所以在接受治疗期间风险性较高，为了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就需要不断对护理方案进行摸索和改进。护理目标策略是衡量医

院服务质量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指标直接影响着现代医院的医

疗形象以及工作质量，对于医院的社会形象建设和经济效益的获

取都有极大的影响。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主要是指在对患者进

行护理时，通过全面且有效的方式，对护理工作中的潜在风险进

行发现和识别，并提出相应对策的一种管理方案[2]。本次研究探

究将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方案应用于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

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护理管理中，对临床应用效果以及护

理满意度造成的影响，分析其临床实际应用价值，现总结报告如

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我院数据库中调选资料作为本次研究样本池，将其中 100
例 2017年 6月至 2019年 5月入院的患者作为实验样本，将患

者进行随机两组均分后开展实验，分别命名为对照组（n=50）与

实验组（n=50）。

实验组中患者年龄信息区间值为 36-78岁，患者年龄均值为

（51.6±4.3）岁，所有患者中男女性别比例为（男：女=24:26）。
对照组中患者的年龄信息区间值为 35-79岁，患者年龄均值为

（50.2±3.9）岁，所有患者中男女性别比例为（男：女=25:25）。

本次研究中患者入院资料录入数据库，由专业人员调取后进行统

计分析，患者基本资料可比性良好（P＞0.05）。本次研究中患者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或在征得患者同意后家属代签。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传统护理，包含告知患者治疗的过程和需注

意的事宜，监测生命体征等。实验组患者实施目标策略的针对性

护理：

①对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不同年

龄段、不同体征的患者的护理特征进行整理，总结在护理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制定完整的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方案，

从护理人员的工作内容着手，并根据护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

进行调查，以患者为中心确定护理目标。

②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应当建立良好的基础护理，尽可能

降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危险因素。护理人员需要做好患者

的健康宣教，告知患者避免突然站立或日常生活中的剧烈运动，

这样能够有效防止病情加重。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日常监护时，

需要避免感染或体温上升的诱因，详细掌握患者的感染和体温状

况，避免由于高热而加快患者的机体代谢，增加患者的耗氧量。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护理人员需要注重患者夜间的病情变化，

避免迷走神经兴奋，在不知不觉间加重患者的急性重症病毒性心

肌炎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情况。

③心律失常且存在心力衰竭的患者，需要在基础护理上增加

强化心电图监测，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观测患者心电图中的心率、

心律变化，患者在卧床休息时尽量保着左侧卧位，如果患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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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干后呼吸困难状况需要给予吸氧处理，这样能够保护患者的呼

吸，维持患者心脑功能的稳定，保护患者的重要脏器。

1.3 评价标准

采用本院自制的表格记录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同时记录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主要包括：家

长投诉、医患纠纷、护理操作失误。

1.4 统计学方法

将 SPSS22.00 For Windows作为本次研究统计学软件，实验

中 X2、T值由相关统计人员进行收集后录入软件分析，确认各结

果中统计学意义，判断数据中 P与 0.05关系，若 P＞0.05则确认

统计学意义存在，反之则确认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护理实践对比

本次研究成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

相比明显更低，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护理实践对比

组别
病区管理不

合格

礼仪不

规范

基础护理不

合格

总发生

率

对照组

（n=100）
3 4 6 13.00%

实验组

（n=100）
2 0 0 2.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对比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77.00%，实验组为 94.00%，两

组具有显著的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心内科疾病主要包括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或高血压方面的心

血管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护理部规范或自身原因

[3]，而出现较为明显的护理风险，很容易在临床上出现各种安全

事故或护患纠纷的现象[4]。

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工作中涉及到的安全教育，其主要目

的是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消除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安

全隐患，避免风险发生[5]。在对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合并Ⅲ度

房室传导阻滞患者进行护理时，护理人员可以在针对性护理中根

据患者病情特点和手术措施及时有效的对护理资源进行调配，使

护理工作更为明确，保持护理目标的清晰避免，由于不同护理人

员在进行护理时，出现的盲目性和主观性，使护理服务在应用过

程中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提高护理效率，避免出现重复护理或无

效护理的情况[6]。

综上所述，在对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合并Ⅲ度房室传导阻

滞患者护理管理工作进行改善时，选择目标策略的针对性护理方

案，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降低医患纠纷和

医患矛盾事件的发生，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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