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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疾病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其中，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的发病率居于前列，影响着大量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CHF 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包括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长期以来，解决这一问题，

并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医护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医者开始积极寻找互补和替代的治疗方法，其中，中西医结合的护

理方法备受瞩目。本项研究就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法和呼吸训练，针对老年 CHF 患者进行研究，以期寻找既能有效改善患者生理指

标，又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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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意义 

1.2 1.1 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的描述及其对社会和

个人的影响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是一种心脏功能减退的临床综

合征，主要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下降，导致机体组织灌注减少

和输送氧能力下降。CHF 是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患病

率逐年增加。 

CHF 不仅给患者本人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而且

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CHF 患者常常需要长期住院

治疗，给医疗资源和家庭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CHF 患者

生活质量普遍下降，日常活动受限，容易导致精神抑郁和社交

隔离。 

1.3 1.2 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练在慢性病治疗中的应

用及优势 

中西医结合护理是一种综合运用中医与西医理论、方法和

技术的护理模式。它将中医的辨证施治与西医的诊断治疗有机

结合，综合运用中西药物、物理治疗和心理护理等多种手段，

以达到优化患者康复效果的目的。中西医结合护理在慢性病治

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已经在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在 CHF 的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护理的应用可以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病情的发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并且具

有较低的治疗费用和较少的不良反应的特点。 

呼吸训练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通过调整呼吸模式，

改善肺功能，增强肺活量和呼吸肌力，已经在心脏病患者的康

复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呼吸训练可以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脑血

流，改善组织排泄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呼吸训练还可

以减少心脏负荷，降低血压和心率，改善患者的心功能。 

1.4 1.3 研究的主要目标和预期成果解析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讨中西医结合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及心功能的影响。通过在日常

护理中应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和呼吸训练，研究 CHF 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心功能的变化，评估中西医结合护理与呼吸训练对

CHF 患者的临床疗效。 

预期成果包括： 

(1) 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应用后 CHF 患者生活质量和心功

能的改善。 

(2) 呼吸训练对 CHF 患者呼吸模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3) 对治疗效果和患者反馈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为 CHF

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2、研究方法与过程 

1.5 2.1 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练对 CHF 患者的治

疗方案 

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练的综合治疗方案对老年慢

性心力衰竭（CHF）患者进行干预。该治疗方案结合了传统的

中医药护理和现代医学的呼吸训练，旨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心功能。 

中医药护理方面，为患者设计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通过

中医体质辨识及辩证施治的方法，确定患者的体质类型，并根

据体质类型选择相应的中药进行治疗。结合针灸、推拿等中医

技术，对患者进行舒筋活络、理气活血的治疗，以改善心脏功

能和促进血液循环。还为患者提供相关的健康指导，如饮食调

理、适度运动和心理疏导等，以综合提升患者的整体康复效果。 

呼吸训练方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设计了针对性的呼吸

训练方案。通过练习深呼吸、腹式呼吸和缓慢呼气等方法，帮

助患者改善肺功能，增强肺活量和肺气容量。还进行了呼吸肌

肉训练，如呼气肌锻炼和呼吸肌力量训练，以提高呼吸肌力和

耐力，减轻呼吸困难。 

1.6 2.2 研究实施过程的详细描绘 

在实施研究过程中，从多个医院的心衰门诊中选取符合入

选标准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患者进

行随机分组，其中一组接受中西医结合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干预，

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只接受常规护理。 

治疗过程中，由中医医师和呼吸治疗师一同进行指导和监

测，确保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还通过定期的电话随访和门诊

回访，对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 

在研究过程中，采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心力衰竭程度评估、

生活质量评价和心功能指标等。还通过定量的观察和定性的聆

听，收集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感受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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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3 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及原因 

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既包括定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又融

入了定性数据的内容分析。 

对于定量数据，采用常见的统计学方法，如描述性统计、t

检验和方差分析等，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统计分析，

可以直观地了解中西医结合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 CHF 患者生

活质量和心功能的影响程度。 

对于定性数据，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患者的感受和反

馈进行归纳和总结。通过对定性数据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患

者对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练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为进一步

改进和推广该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练的综合治疗方案对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进行干预，并详细描述了研究

实施过程。选择了合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以全面评估该

治疗方案对患者的影响。 

3、研究结果及讨论 

1.8 3.1 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应用后 CHF 患者生活质量及

心功能的改变 

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患

者进行治疗，并评估了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功能的改变。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接受了针灸、中药、药物治疗及心脏康复

训练等综合干预措施。 

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应用后，CHF 患者的生活

质量明显提高。其中，患者的心力衰竭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如

呼吸困难、体力活动耐力降低等症状减轻。患者的心脏功能也

得到改善，心功能分级明显提高，心率、血压等心脏指标得到

稳定。 

通过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的应用，患者心脏康复的效果显

著，这可能是因为中医药的特点和针对 CHF 病因的治疗机制。

中医药在改善血液循环和心脏代谢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能够缓

解心脏负荷，改善心功能。中医药还可以调节患者的免疫状态，

提高抗氧化能力，减轻患者的炎症反应，从而对 CHF 的治疗产

生积极作用。 

1.9 3.2 呼吸训练对 CHF 患者呼吸模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呼吸训练作为一种常用的康复措施，在 CHF 患者的治疗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本研究探究了呼吸训练对 CHF 患者的呼吸模

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呼吸训练对于 CHF 患者的呼吸模式有显著

影响。呼吸训练可以提高患者肺活量和气体交换功能，减轻患

者的呼吸负荷，改善呼吸节律，增加呼吸深度和频率的稳定性。

呼吸训练还能加强患者的肺部通气和换气功能，改善氧合能力，

从而提高患者的呼吸效率和体力活动能力。 

在生活质量方面，呼吸训练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呼

吸训练，患者的疲劳感和焦虑情绪得到明显缓解，睡眠质量也

有所改善。呼吸训练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还能增加

患者的活动力和自理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满意度。 

1.10 3.3 关于治疗效率和患者反馈的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对中西医结合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老年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患者的反馈意见。 

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老年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的治疗效果良好。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

改善，心功能得到提升，病情得到稳定控制。患者对于治疗效

果普遍反馈良好，认为治疗过程中的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

练对于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研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不同患者的病情和临床特

点可能导致个体治疗效果的差异，需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

个体化治疗，以提高治疗效果。治疗过程中的合理安排和指导

也对治疗效果至关重要，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加强医生的指导和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中西医结合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

治疗效果显著。治疗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

一步完善和探索。相信通过持续努力和更深入的研究，中西医

结合护理在慢性病治疗中将发挥更大的潜力，为患者带来更好

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效果。 

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多中心随机

对照试验，以加强研究的信度和可靠性。可以采用更多的客观

指标和生物标志物，对治疗效果进行客观评估和监测，为临床

实践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还可以探索不同疗程和不同方法的应

用，以及与其他治疗方法的联合应用，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和

调控患者生理心理健康水平。 

结束语 

本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式和呼吸训练能有效改

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功能，这是一个值得

推广的治疗方式。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法利用了中西医的优点，

不仅改善了患者的心率、血压等生理指标，而且提高了患者的

耐力和心功能。呼吸训练则优化了患者的呼吸模式，有效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研

究范围较小，研究时间较短等。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

确认并扩大这一发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更多的老年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同时，对中西医结合护理和呼吸训练的机理深入的

理论研究也是需要的，以更全面的理解其治疗效果。总的来说，

这一研究为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效

的方法，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和治疗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

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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