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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应用集束化干预对其

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的影响研究

王 勃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 大连 116021

【摘 要】：目的：探讨中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应用集束化干预对其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为我

院在 2019年至 2020 年 2 月期间纳入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共计 98 例。为了确保实验的公平性，我们将患者以双色球法

分为两组。参照组患者为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为集束化护理。对比护理成果。结果：在心绞痛发生率上参照组为 18.37%，

研究组则仅为 4.08%，在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上，参照组为 14.29%，而研究组只为 2.04%。在心力衰竭上，研究组发生率为 20.41%，

研究组则仅为 4.08%，在以上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率上可见研究组低于参照组。同时我们也对比了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可见

参照组整体用时长与研究组，组间对比差异较大（P＜0.05）。结论：在中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工作当中，护理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其中，集束化护理干预具有良好的护理应用价值，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促进患者早日

康复出院，建议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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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作为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从发生率上

看较高，而原因则为冠状动脉急性或持续性缺血缺氧，最终

会导致患者的心肌坏死。早诊断、早治疗是其治疗原则[1-2]。

由于急性心肌梗死常常容易并发各种严重并发症，例如心律

失常、心脏破裂以及心力衰竭等，因此发病后不及时治疗容

易导致患者死亡[3-4]。近几年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经皮冠脉腔内成形术发展容易成熟，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的治疗有更为明确的方向和研讨价值，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病

死率，而死亡患者大多在其发病早期，因此尽早对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开展相应的治疗护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一套系统

全面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集束化护理作为临床提倡的

一种新型先进护理体系，可将两至三项可操作且被认可的护

理措施进行组织统筹，将其集束成一个护理单元，以不断优

化护理服务，提高护理效果。因此本次研究抽取了我院 98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进一步探讨集束化护

理对其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的影响，详细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参照组和研究组一共 98例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为对象，都于 2019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进入本院治疗，

为了确保实验的公平性，我们将患者以双色球法分为两组。

参照组中男性 26例，女性 23 例；平均年龄（63.67±4.56）

岁。研究组 49例患者，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24 例；平均

年龄（63.63±4.58）岁。对符合入选标准者，由医生进行书

面及口头沟通，具体涉及到疾病管理的重要性、疾病治疗方

法、方案的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对 4 个方面的说

明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并且在患者知情的前提下来签署治

疗同意书。

1.2方法

参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在护理过程中，我们不仅需

要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指导患者临床用药，还要对其日常

生活给予建议，并指导其健康饮食。

研究组患者落实集束化护理，具体为：①在成立集束化

小组的过程中，需要由护士长进行选拔，以经验丰富的高年

资护师为主要成员，并加强对护理专业知识的培训和指导，

重视并且组织其统一进行岗前培训，确保其能够充分掌握集

束化护理的概念以及护理方法等。②准备工作：护士长组织

小组成员一起开展头脑风暴，集中讨论本次护理中的重点难

点，指导其通过查阅资料以及结合科室实际情况等制定切实

科学的护理方案。③急救护理：接诊后，护理人员需要为患

者选择相对舒适的体位来等待治疗，同时要将从头抬高。值

得注意的是，要预防患者坠床，配备相应的床边护栏，同时

马上通知医生进行抢救，两分钟内为其接通氧供，三分钟内

为其连接各种检查设备，例如心电图检查仪以及多功能心电

监护仪等，五分钟内为其建立至少两条静脉通道，同时确保

各管道畅通，无打折、堵塞或者是脱落情况。④并发症防范：

首先，护理人员应当积极的与患者沟通分析其心理状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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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进行梳理，并结合以往的成功案例

进行安慰。也需要对治疗方案进行简单讲解，采用通俗的语

言为患者说明疾病知识，要重视疾病治疗，理性看待整个治

疗过程。同时，还要注重病房人员的流动性，严格遵循无菌

操作原则，选择密闭式吸痰管以防止其发生院内感染，对于

有长期卧床的患者需要定期翻身，这对于防止压疮有一定帮

助，而对于受压部位还可以采取按摩措施。对于无法耐受侧

卧 90°的患者，可以辅助其交替进行仰卧、左侧卧 45°、仰卧、

右侧卧 45°，同时为防止其发生肺不张，期间需要定期对其

进行叩背护理。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在本次护理中出现的不良事件，并分析原

因所在。此外，应当记录患者的住院用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软件是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计数单

位采用%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参照组心绞痛发生率、心律失常发生率以及心力衰竭发

生率均明显高于研究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分组 例数 心绞痛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参照组 49 9（18.37） 7（14.29） 10（20.41）

研究组 49 2（4.08） 1（2.04） 2（4.08）

X2 - 5.018 4.900 6.078

P - 0.025 0.027 0.014

2.2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住院时间比较

参照组患者护理后的住院时间均值为（16.04±2.77）d，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住院时间均值为（11.48±2.83）d，组间

数据差异形成统计学意义（t=8.061，P=0.000）。

3 讨论

集束化护理的基础在于以循证医学为依据来提供有效

的护理措施，针对某种难治性疾病来实施优质的护理指导。

从临床工作中看，对某一类或某一例患者实施的一组护理干

预措施，能够进一步总结临床经验，为提升患者治疗结局奠

定基础。在长期的医疗服务数据分析下，能够进一步优化护

理方案。

急性心肌梗死属于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它的产生特

点在于发病急、进展快。同时该疾病的另一特点则在于致残

率高，这就不利于患者取得良好预后，如果治疗不及时，则

有可能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而导致患者死亡。同时该疾病多发

于中老年群体，在整体费用上难度较大，对其生活影响相对

明显，发病后需要尽早恢复其局部心肌血供。护理在本病治

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往主要给予常规护理，但是其护理

工作的开展多为被动形式，护理效果欠佳。

随着近几年医护领域的不断深入研究，集束化护理理念

应运而生，该方案能够针对具体的疾病类型来实施护理指

导，而这一切的基础则在于循证医学。在临床工作中仍然需

要丰富个人理论知识，加强临床操作，以不断优化护理服务，

改善患者疾病预后为最终目标。相关研究指出[5]，集束化护

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护理中，对患者预后的改善具有积极意

义。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参照组心绞痛发生率、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发生率均较高，说明集束化护理干预有利于降低中

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风险。

同时研究组住院时间均值明显短于参照组，提示集束化护理

干预的开展，相较于常规护理，能够为患者的治疗提供更优

质的方案，在缩短住院时间上也有明显效果，为患者节约了

治疗费用，促使其早日康复出院。

综上所述，在中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中，集束化

护理干预具有良好的护理应用价值，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不

良心脏事件发生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出院，建议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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