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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干预对恶性心律失常患者预后的作用研究

滕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预见性护理干预对恶性心律失常患者预后的作用。方法：2019年 9 月—2020 年 9月，试验对象选自我院

接收 70例恶性心律失常的患者。给予他们分组护理的工作，随机分成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n=35）：男 20 例，女

15 例，观察组（n=35）：男 19 例，女 16 例。对两个小组进行指标评分、护理满意度的比较。结果：两个小组在护理干预之

后，观察组当中病人的康复率 90.91%明显高于对照组 71.88%，生命质量的总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差异具有

统计学的意义。结论：恶性的心律失常在救治的阶段需要配合到预见性的护理工作，在防止病情恶化基础之上，有效地提升

病人救治预后的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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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的心律失常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代表，基于多种多样

的因素，进一步地影响到患者的患病率持续增高，继而存在

休克、晕厥等症状的表现，同时还是心源性猝死主要的因素。

恶性的心律失常主要会包含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等，会存在

病患血流障碍性猝死的情况。临床护理工作当中常规护理具

有被动特点，护理的工作没有针对性的价值，从而使得护理

的效果受到限制。预见性护理的特点就是预见性的护理工

作，通过预见护理的有效干预，进一步提升病患救治预后的

效果。为能够掌握预见护理工作对恶性的心率失常病患自身

睡眠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等积极的影响，本文就本院恶性心

律失常的病患为例，相关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试验对象选自我院接收 70

例恶性心律失常的患者。给予他们分组护理的工作，随机分

成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n=35）：男 20 例，女 15

例；年龄 35—77 岁，平均（56.6±4.7）岁。观察组（n=35）：

男 19例，女 16 例；年龄 37—77 岁，平均（57.2±4.8）岁。

两组病患相关资料的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当中的病人常规护理工作，其中主要包含病

症的常规对症护理工作、对患者病情以及其生命指标监测的

工作等。

1.2.2 研究组

在对照组开展护理工作的基础之上，对研究组的病患展

开预见性的护理工作，主要护理的措施包括：①持续性的心

电监护：相关护理人员需要适当地增加一些巡查病房的次

数，对病患开展持续性 12导联心电的监护工作，并且需要

严格地观察以及检测他们心电图的变化状况，如果发现任何

异常波形的情况，应当及时地告知主治医生，并且从旁协助

他们开展对症处理的工作。②预见性的心理护理工作：由于

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病比较急，在治疗过程当中，患者能够存

在紧张以及焦虑等不良心理的情况，进一步地影响到治疗的

效率，因此，相关护理人员应当和病患积极地展开交流的工

作，耐心倾听病患倾诉，对其提出来的相关问题，应当结合

到他们理解的能力，对其进行耐心解答，与此同时，还需要

讲解一些相关注意事项，嘱咐患者的家属尽量避免在病患的

面前来讨论其病情，从而缓解其心理的压力。③做好急救的

准备工作：为病患提前创建出来静脉的通路，并且留置针管，

在抢救时可以迅速把急救的药物输入到其中，进而为之后的

抢救争取充足的时间。此外，相关护理人员应该把急救相关

的药品以及器材都放到固定位置，并且按时管理以及检查。

需要检查除颤器，确保可以正常使用。与此同时，还应当提

前制订一些急救的预案，如果病人存在室颤，应当及时对他

们展开非同步的电除颤工作；如果他们是阿斯综合征，就需

要叩击其心前区，与此同时，按压住他们的心脏，并按照患

者实际的情况实施电除颤。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恶性心率失常病人的生命及睡眠的质量情况，

开展有关护理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活动（自制的问卷调查，一

共具有 70 份，其中主要包含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这几个指标）。

1.4统计学数据分析

此次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均运用 SPSS 19.0 的软件。护理满

意度等指标需要以（n，%）进行表示，病人生命以及睡眠质

量的评分等指标需要以（x�±s）进行表示，指标检验采用 t

进行检验。P＜ 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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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两个小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对比护理满意度，P＜ 0.05，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护理满意度的比较（例（%））

组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例）

基本满意

（例）

不满意

（例）

总满意度

（%）

实验 1组 35 11 16 8 27(77.14）

实验 2组 35 20 14 1 34（97.14）

X2 - - - - 6.2477

p - - - - 0.0124

2.2 指标评分的比较

两个小组患者的生命以及睡眠的质量评分情况，详见下

表 2。干预之后的指标评分相比较，P＜0.05，说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表 2指标评分的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 生命质量

实验 1 组 35 12.2±1.0 79.2±3.3

实验 2 组 35 9.0±0.8 92.6±3.5

t - 14.782.9 16.479 9

p - 0.000 0 0.000 0

3 讨论

两个小组在护理干预之后，观察组当中病人的康复率

90.91%明显高于对照组 71.88%，生命质量的总分也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本次研究表

明，观察组中的病人生命质量的评分高于对照组，这就说明

开展预见性护理工作之后，有效改善病人睡眠的质量；相关

护理人员能够结合到病人实际的病情，对他们很可能存在的

问题开展预判工作，进而就其情况来护理，使得恶性的心律

失常病人生活的质量充分得到提升。

恶性的心律失常病人自身血流动力学非常容易受到影

响，从而存在着猝死的风险，为能够有效提升病人救治的成

功率，除了能够做好相关急救的护理工作之外。预见性护理

的工作拥有预见性以及超前性等特点，在综合病人病情、以

往经验基础之上，相关护理人员需要预测出来病人有可能出

现的问题，从而提前进行干预，促进病人的预后。预见性护

理的干预措施如下：

（1）心理护理的干预。相关护理人员需要稳住病人心

态，进一步地促进他们病情的控制，应当注重病人在心理方

面的干预，耐心仔细地向病人说明疾病的知识以及相关危害

等，注重良好心态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而促进病人能够平稳

自己的心态。

（2）心电的监护。给予病人心电监护工作的同时，还

应当增加巡视病人心律失常高发时间段的次数，并且能够得

到心电图的结果向主治医师进行汇报，能够辅助到他们对患

者展开治疗的工作。

（3）做好预见性准备的工作。为恶性心律失常的病人

创建出来静脉的通道，为其抢救争取充足时间，给予他们持

续吸氧预后。并且能够在总结以往临床经验方面，准备好有

关急救的药物放到固定位置。

（4）多学科的联合。麻醉科以及 ICU 等科室，做好预先

彼此的联系，并且做好本身科室准备的工作，在协助基础上，

有效保证病人抢救的成功率。因此，基于患者的特点，提前

做好相关护理的工作，这样一来，才能够更好地稳定病人心

理、提升他们抢救的成功率。

综上所述，恶性的心律失常在救治的阶段需要配合到预

见性的护理工作，在防止病情恶化基础之上，有效地提升病

人救治预后的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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