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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讨论早期护理对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的效果，以期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提供参考。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本院心内科住院接受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 100 例，将 100 例患者进行编号，编号之后采用电脑的随机数

字分组法将 100 例患者均分为两组，每组 50 人，分别是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和接受早期护理的实验组，经过不同的护理方法护理后，来

对比两组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心率失常的发生率以及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结果：根据统计结果，实验组的心率失常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护理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讨论：早期护理对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的效果理

想，同时能帮助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值得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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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的慢性疾病，具有高患病率、高

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轻者胸闷气短、心悸乏力，重者引发脑

部缺氧导致中风，甚至猝死。心肌梗死是中老年人易患的疾病，根

据相关的研究资料显示，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深，此种慢性疾病的

发病率和患者数量近年来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对于心肌梗死

的治疗护理方法，一直以来都是临床的重点和难点【1-2】。本文主要

通过对比研究来探讨早期护理对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律失常

发生率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本院心内科住院接受治疗的急

性心肌梗死的患者 100 例，将 100 例患者进行编号，编号之后采用

电脑的随机数字分组法将 100 例患者均分为两组，每组 50 人，分

别是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和接受早期护理的实验组，对比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和病情资料，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实

施此项研究前经过伦理会审批，100 名患者家属表示知情且自愿在

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1.2 方法 

对对照组的 50 名患者实施心内科的常规护理，实验组的 50 名

患者在接受常规的护理的同时接受早期护理：心理护理干预，急性

心肌梗死虽然是慢性疾病但是往往发病较急，由于对疾病的恐惧与

担忧，患者往往会产生焦虑、恐慌甚至的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些不

良情绪不利于患者病情的稳定，甚至会诱发一些列严重的并发症如

心率失常，因此，积极主动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是重要且必要的；

生活护理方面，首先要为患者提供舒适的病室环境，同时细致地为

患者提供基础护理，如帮助患者修剪指甲头发，保持床单位以及病

员服的干净整洁等，让患者舒适度能够得到满足；健康教育，对患

者以及家属进行疾病相关知识与日常生活注意事项的健康知识宣

教，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3-4】。 

1.3 观察指标                          

经过不同方式的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心率失常的发

生率以及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护理满意度由患者或家属进行匿

名填写，评价表统一采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表，分为满意、比较

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满意+比较满意=总体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0 软件处理相关数据，将 0.05 作为检验临界值，

若 p<0.05，则表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有 26 名患者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心率失常，心率失常的

发生率为 52%，实验组有 14 名发生了不同类型的心率失常，心率

失常的发生率为 28%,两组比较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满意度对比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 

对照组 

实验组 

21（42.0） 

26（52.0） 

15（30.0） 

19（38.0） 

14（28.0） 

5（10.0） 

36（72.0） 

45（90.0） 

如上表 1 所示，实验组的满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心率失常是急性心肌梗死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常

见的有室早、室速、室颤等室性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轻者患

者会出现头晕、心悸、胸闷等，重者将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对于

此种并发症，预防大于治疗，因此，在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中，早

期护理就着眼于预防，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护理措施，来降低心

率失常的发生率，本研究证实，早期护理是有积极意义的【5】。 

综上所述，早期护理对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

的效果较好，不但能降低心率失常的发生率，还能提高护理满意度，

值得临床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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