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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评价 
龚晓娟 

(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心内科  内蒙古兴安盟  137400） 

摘要:目的：探究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患者的临床效果，并分析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从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诊疗的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患者中，筛选 120 例作为课题研究对象。依据护理模式的差异对其展开组别划分，其

中一组在治疗中以常规护理进行辅助，为常规组（60 例），另外一组 在此基础上以综合护理干预作为辅助，为综合组（60 例）。记录两种

模式的干预效果，并通过对比相关指标，分析其应用价值。结果：综合组干预后的 SAS/SDS 评分明显更低，（p<0.05），生活质量评分及护

理总有效率明显更高，（p<0.05）。结论：在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患者的治疗中，配合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值得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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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困扰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常见性疾病，也是导致动

脉血管硬化及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心律失常则是冠心病最

易发生的并发症之一，若未能及时就医，并实施对症干预，则

发生心力衰竭、心源性猝死等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已

有研究证实，心律失常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也是此类患者常见的一种并发症[1] 。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

患者多会出现头晕，胸闷，甚至心绞痛等相关症状，不仅会给

患者的带来强烈的生理不适，也会使其产生焦虑、恐慌、自卑

等不良心理，从而影响临床疗效和预后。既往临床针对此类患

者多采用常规护理干预，侧重于症状的改善及病情的控制，对

于患者心态及认知水平的关注度较低。综合护理干预则是一种

包含多种护理措施，涉及生理，心理、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干预

模式，充分体现了护理服务的专业性，全面性及有效性[2] 。基

于此，本文主要就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展开分析，详情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课题筛选的研究对象主要从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诊疗的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患者中抽

取，共计 120 例，依据护理模式的差异对其展开组别划分，将

其分为常规组（60 例）与综合组（60 例）。常规组中含女性 26

例，男性 34 例，年龄最低为 62 周岁，最高为 78 周岁，中位值

为（65.28±5.43）岁，患病时间最短 1.0 年，最长 3.5 年，中位

值为（2.13±0.87）年，为其配合常规护理干预；综合组中含女

性 21 例，男性 39 例，年龄最低 62 周岁，最高 79 周岁，中位

值为（65.43±5.58）岁，患病时间最低 1.0 年，最高 4.5 年，中

位值为（2.24±0.92）年，为其配合综合护理干预。 

1.2 方法 

常规组选用常规护理模式，具体如下：护理人员在日常工

作中除了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各项指标与体征变化之外，还要为

其就疾病和治疗的相关知识进行简单讲解，并根据患者的心态

变化进行心理干预，指导患者保持健康饮食，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按照医师处方正确用药等。 

综合组选用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健康宣教：入

院后，先对患者的病情展开评估，并结合患者的认知与理解能

力，通过一对一宣教，观看视频，参加讲座等方式为其普及疾

病与治疗的相关知识。此外，还要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进行耐心

解答。（2）心理干预：增加与患者的沟通次数，了解患者当前

的心理状态及产生不良情绪的缘由，并实施针对性疏导和安抚。

如有必要，也可邀请治疗效果较好的病例现身说法，帮助患者

增强信心。（3）运动指导：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态，指导

患者参与适量的有氧运动，但需严格把控运动时间和强度。（4）

饮食护理：指导患者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油腻，辛辣，

生冷等食物的摄入，还要注意每天摄入的食物保持营养均衡。

（5）用药护理：叮嘱患者一定要按照医师的处方正确用药，严

禁擅自更改用药时间和药量，更不得擅自停止用药。（6）心脏

康复训练：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除了要适当参与有氧运动

之外，还要注意控制体重。肥胖患者的心脏负担也会随之增加，

将体质量指数控制在 23.9kg/m2 以下，有助于患者心功能的恢

复。此外，还要对血压指标进行严格监控，并在日常生活中避

免心情波动较大，确保充足的睡眠和休息。（7）出院指导：为

患者建立健康档案，为其讲解出院后应注意的各项事宜。由专

人负责定期随访，通过微信，电话和上门探访的方式了解患者

的病情恢复情况，为其答疑解问，提醒其按时复查等。 

1.3 观察指标 

（1）比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不良情绪变化，以焦虑

（SAS）和抑郁（SDS）[3] 量表作为评价标准。分值随着不良情

绪的好转而降低。（2）比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3）比对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以 SF-36 量表作为评分标准。

分值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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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结合课题研究实况，对所得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并使用

SPSS 22.0 软件展开处理和分析，概率值［例(%)］代表，以卡

方值（χ2）、所有计量资料用（`x±s）标准差表示，t 进行检

验， p 值小于 0.05，证明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反之，证明

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不良情绪变化 

综合组干预后的 SAS/SDS 评分明显更低，（p<0.05），见表

1。 

表 1 比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不良情绪变化（`x±s，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常规组 60 
55.43±

4.02 

40.35±

2.07* 

56.21±

3.15 

48.57±

1.14* 

综合组 60 
55.38±

3.95 

35.79±

1.92* 

56.33±

3.22 

44.97±

2.13* 

t 值  0.069 12.511 0.206 11.543 

p 值  0.945 0.000 0.837 0.000 

注：*代表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比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 

常规组：显效 21 例，有效 27 例，无效 12 例，有效率为

80.00%（48 例），综合组：显效 33 例，有效 24 例，无效 3 例，

有效率为 95.00%（57 例），组间比较：χ2 值=6.171，p 值=0.013。 

2.3 比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综合组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p<0.05），见表 2。 

表 3 比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常规组 60 74.39±5.28 83.29±7.11* 

综合组 60 73.96±6.21 93.22±6.78* 

t 值  0.408 7.829 

p 值  0.684 0.000 

注：*代表与干预前相比，（p<0.05）。 

3.讨论 

冠心病患者由于心肌供血供氧不足而极易诱发相关并发

症，以心律失常最为常见。部分病情严重者还会伴有胸闷、气

短、心悸等不适症状，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极为不利

[4] 。药物治疗是现阶段临床针对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患者

的首选治疗方式，且治疗效果较为理想。但心血管疾病的病程

普遍较长，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药，才能缓解不适症状。多数

老年患者在疾病的影响下，均会产生较为严重的不良心理，担

心病情无法恢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在此类患者的临

床中，除了需要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以外，还需要配合针对性

护理措施，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提升依从性，改善生活质
[5] 。本次研究中，分别为两组患者实施了不同的护理模式，结

果显示，干预前，两组患者的不良心理评分与生活质量评分均

未见显著差异，（p>0.05），干预后，综合组的 SAS/SDS 评分明

显更低，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且综合组的护理有效率明显

高于常规组，（p<0.05）。提示综合护理在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

老年患者中的实施有助于改善不良情绪和生活质量。其原因主

要在于综合护理是一种遵循“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理念的护理

模式，其在应用中主要通过实施心理干预，健康宣教，饮食指

导，用药护理等多种措施，让患者享受专业性较强的全方位护

理，以达到加快患者康复进程的目的。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冠心病伴有心律失常老年

患者的临床效果理想，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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