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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接受循证护理的效果观察 
马丽晶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650000) 

摘要：目的：观察研究循证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护理工作中应用的具体效果；方法：从我院于 2022 年 2 月-2023 年 2 月

接治的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中随机选取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 100 例患者划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有 50 名患者。

对其中的对照组患者执行常规护理手段，而对观察组患者执行循证护理。研究中具体收集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费用花费情况、心律失常

发生概率与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数据，对以上数据信息内容作对比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与医疗费用支出明显少于对照

组患者，同时，50 例观察组患者的整体心律失常概率与健康知识的实际掌握情况也要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以上结果均具备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循证护理手段的应用，能够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充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降低患者心律失常的概率以及提升患者

健康知识水平，临床应用效果极为显著，有着突出的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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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一种危及生命的内科疾病，它可能导致冠状动

脉血液循环受阻，从而导致严重的心脏缺血、缺氧和坏死，给患者

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危险。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这一

疾病的发作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安

全[1-2]。在患者接受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后续的护理工作一定要

及时跟进，否则极有可能引起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复发并发心律失

常，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再次造成严重威胁[3-4]。基于此，本次研

究中，围绕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就循证护理手段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研究。具体研究内容汇报如

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一般资料 

从我院于 2022 年 2 月-2023 年 2 月接治的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

律失常患者中随机选取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 100 例患者

划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50 例观察组患者的年龄分布上，患

者年龄最大为 63 岁，最小为 28 岁，年龄均值为 42.58±2.47 岁。

性别方面，男性患者共计有 24 人，女性患者共计有 26 人。50 例对

照组患者年龄最大为 65 岁，最小为 29 岁，年龄均值为 42.61±2.53

岁。在性别分布上，对照组患者中与男性患者 27 人，女性患者 23

人。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本次研究中研究对象患者选取的纳排标准具体如下： 

纳入标准： 

①患者本人意识清醒，逻辑清晰，能够与医护人员以及其他人

员进行交流； 

②患者与患者家属均充分了解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协议书。 

排除标准： 

①患者本人存在精神问题，无法与他人正常交流； 

②患者与患者家属对本次研究不知情，未签署研究知情协议

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对患者执行常规护理手段，

具体内容包括对患者的睡眠与日常活动的辅助指导，患者用药护

理、患者氧气供给、患者并发症处理与患者心电监测。观察组患者

在以上常规护理手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循证护理。具体护理内

容如下所示： 

（1）提出循证问题。综合评估患者的病情，对其真实需求进

行了解，将医院实际情况和文献资料密切结合，提出护理期间存在

的问题。 

(2)寻找循证支持。护理人员利用知网、万方及维普等资料库搜

索关键词，获得循证支持，将搜索结果和临床经验密切结合为患者

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3）实施循证护理。 

①对患者病情发展进行实时监测：护理人员采用轮班制度，对

患者进行 24 小时看护，实时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与情绪变化。当

患者出现心悸、头晕等心律失常前兆症状时，护理人员在第一时间

向患者主治医师报告，并对患者进行初步的抢救； 

②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护理人员要密切关注患者心理情绪发

展，构建与患者的良好关系，在护理工作中与患者积极开展交流，

通过不断地沟通交流消除患者在护理中的负面心理情绪； 

③对患者进行用药护理：护理人员向患者详细说明药品的特

性，在明确患者无药物使用禁忌的情况下给药。如果患者对某一药

物使用存在禁忌，护理人员需要与主治医师就这一情况为为患者开

具全新的药物。在患者用药过程中，护理人员进行实时监控，防止

潜在的患者用药不良反应的出现； 

④加强护理环境管理：定期清洁患者病房与患者其他活动区

域，确保这些区域的卫生达标，与患者家属沟通，减少患者家属、

朋友的探视次数，为患者提供静养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对出现内

分泌紊乱、尿潴留及便秘现象的患者执行专门的医护措施，对出现

胸痛的患者的疼痛情况作充分评估； 

⑤具体指导患者进行仿佛训练：带领患者适当开展一些室外运

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当患者出现心率

过快、胸闷、气短等症状时要立即终止活动。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中的具体观察指标如下： 

①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 

②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的费用支出； 

③两组患者心律失常问题出现的概率； 

④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软件，以 X±S 表示定量资料，以率(n，％)

表示定性资料，定量资料数据需要经过 t 值检验，定性资料需要经

过卡方检验；安全指数分析采用对不良事件的描述性分析。所有的

统计检验都是双侧检验，以 p<0．01 为统计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与住院期间的费用支出比较 

表 1.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与住院期间费用花费情况 

实验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d） 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50 10.33±1.37 5136.58±621.36 

对照组 50 17.86±2.66 6854.22±654.59 

T  17.795 13.457 

P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的心律失常发生率与健康知识掌握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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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的心律失常发生率与健康知识掌握率情况(n，

％) 

实验组别 例数 心律失常发生率 健康知识掌握率 

观察组 50 2（4.00） 47（94.00） 

对照组 50 13（26.00） 31（62.00） 

X2  9.490 14.918 

P  0.002 0.000 

3. 结论 

在以往的临床中，心脑血管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而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年轻人的工作负担进一步加重，日常生活缺少规律，

年轻人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上升，心脑血管疾病逐

渐成为全社会层面的公共健康问题。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中，急性

心肌梗死有着发病突然，危害性大的特性。急性心肌梗死的突然发

作，对于患者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威胁，而且急性心肌梗

死疾病在第一次发作之后，在短期内极有可能二次发作，危及患者

生命[5-6]。 

在实际临床中，急性心肌梗死常伴随心律失常，根据相关研究

资料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的概率极高，约有 75%的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会同时伴随有心律失常，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治

疗护理中，需要对患者的心律失常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急性心

肌梗死患者的临床治疗护理中，对患者心律失常症状的控制是影响

治疗护理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急性心肌梗死伴心律失

常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患者与患者家属对于患者的住院时间以及住

院期间的费用过之处也十分的关心，在临床中，护理工作的开展需

要尽可能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尽全力控制患者住院期间的费用支

出，充分减轻患者在住院期间的经济负担。最后，护理活动的开展

中，在保护护理人员工作质量的基础上，也需要患者能够在接受护

理的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配合，在护理过程中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根据以上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护理工作的具体要

求，本次研究中，根据上述内容设置了与之相对应的四项观察研究

指标。上述研究结果中，50 例在常规护理工作基础上执行循证护理

策略的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的平均值显著少于 50 例单纯执行常

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同时在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

支出上，观察组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支出也要更低。以上研究结果

均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在常规护理手段基础上执行的循证护

理策略，实现了对传统护理工作内容的进一步细化，使得护理工作

内容更加的全面，为患者恢复健康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由此缩

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而在患者住院时间减少的情况下，患者住院

期间的费用支出自然也会随之下降。除此之外，本次研究中还具体

观察了患者心律失常的发生概率以及患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相

关数据显示，本次研究中的 50 例观察组患者的心律失常发生的概

率仅为 4%，远低于对照组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的概率，而 50 例观察

组患者中，有 47 例患者充分掌握了相关的健康知识，这一比例同

样远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极爱你抗知识掌握比例。这两项研究结果经

过统计学分析，也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在循证护理手段的实

际应用中，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教育是其中重要的护理工作内容，

与常规护理手段相对，循证护理手段在应用的过程中，会专门安排

特定的时间对患者进行相关的健康知识教育，而且在循证护理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护理人员会给予患者充分的心理关怀，由此与患者

构建起良好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开展对患者的健康知识教育，患者

的接收程度也会更高，由此，观察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率能够达

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循证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

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对于患者疾病发作的突然性有更为充分的重

视，在护理工作的实际开展中，对患者进行 24 小时的实时监控，

更加密切的关注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生命体征变化，并为此制定了

相关的具体处理措施，由此实现了对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的更有效

控制。 

对本次研究结果与其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

以此来验证本次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对相关研究成果中的结论进行

汇总整理，结果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的护理中，

心律失常问题的出现，会造成患者急性心肌梗死的二次复发，而在

实际的护理中，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规范的急救护理措施进行

控制。而循证护理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

患者护理中有效控制患者心律失常发生概率的护理手段[7-8]。在循证

护理相关的研究中，认为循证护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护理人员

能够与患者进行更加充分的交流，实际了解患者对于治疗护理工作

的具体想法与需求，由此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护理工作方案，使护

理工作的开展更具有针对性，促进护理工作效果的提升。而其他有

关循证护理的研究观点认为，循证护理模式主张以实际证据为护理

依据,倡导护理人员在实际的护理过程中总结经验,由此促进护理工

作质量的提升[9-10]。本次研究中，就 50 例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工作开

展，在常规护理工作手段的基础上执行循证护理，在护理的过程中，

重点强调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在护理人员与患者的交流过

程中，护理人员能够更充分的了解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而且通过

沟通与交流给予患者心理关怀，让患者始终以积极的心理情绪配合

护理工作。与此同时，循证护理实际应用中，护理人员能够通过与

患者的沟通交流对患者的生理情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由此能够为

护理工作内容的优化调整提供充分的显示依据，种种因素叠加到一

起，共同促进了护理工作的实效提升。 

综上所述,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予以循证护理,

可增强患者的健康意识并缩短一定的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降低

心律失常发生率,效果显著,在实际临床中有着极为显著的应用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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