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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早期心脏康复护理在慢性心力衰竭病人群体中的应用价值展开研

究。方法：选择我院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月收入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病

人１００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

组５０例。对照组病人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予以早期心脏康复护理，以病人生

活质量、满意度及心功能为观察指标，比较两种护理方法的临床效果。结果：研

究组病人生活质量在护理后明显改善，且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

研究组病人护理满意度（９６．００％）高于对照组（７８．００％），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病人护理前心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治

疗护理后均有改善，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早期心脏康

复护理在提高慢性心力衰竭病人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以及心功能等方面具有积极

促进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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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慢性心力衰竭好发于人群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引起的心功能下降，临床

多表现为气促、心悸、乏力及下肢水肿等。临床研究表明：心力衰竭不是一种独

立的疾病，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且多数病人从左心力衰竭开始，且随着

病情的不断发展，将引起心肌结构、功能发生变化，影响病人健康、生活。由于

心力衰竭属于是一种慢性病，除了需要对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外，也需要良好的

护理干预。临床研究表明：心力衰竭康复过程中不仅需要改善病人的心理状态和

运动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临床死亡率，但是该护理模式对心力衰竭病人不良心脏

事件发生率的影响研究较少。基于此，探讨早期心脏康复护理在慢性心力衰竭病

人中的应用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０例经临床诊断标准《中国心力衰



竭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８》［１０］确诊的慢性心力衰竭病人被纳入研究，并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对病人进行随机分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对照组：男

２６例，女２４例；年龄３６～７２（５２．８４±７．３５）岁；依据美国纽

约心脏病学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标准划分，心功能Ⅱ级２９例，Ⅲ级２１

例。研究组：男２３例，女２７例；年龄３８～７５（５４．２５±６．４９）

岁；心功能Ⅱ级２７例；Ⅲ级２３例。两组病人年龄、性别、心功能分级等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心功能分级为Ⅱ级或Ⅲ级；②年龄３０～８０岁；③对研究知

情，并签署同意书；④精神正常，能够配合研究进行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肝肾系统、感染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者；②精神

障碍或存在心理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完善有关检查，加强病人心功能测定、评估，给予病

人对症支持治疗、干预；加强病人住院期间常规护理，提高病人护理配合度，降

低护患纠纷发生率。

观察组采取，具体内容如下：①锻炼前评估：护理者需在对患者采取康复护

理前对其进行体征指标监测，如是否有心绞痛、心律失常等症状，如具有上述症

状应待其病况稳定后再组织康复练习。同时，护理者还需全面评判每位患者的心

脏功能基线和运动禁忌证，为患者讲解心力衰竭的知识、注意事项、危险因素和

疾病预防的重要意义；②心理疏导：锻炼期间加强病人心理指导及评估，告知病

人康复锻炼的重要性、必要性，避免半途而废；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病人加强病人

心理干预、指导，护理４周后对病人效果进行评估。③营养干预：护理人员可依

照饮食食谱结合每位患者的具体基础病况、身心状况、症状表现，为其制定适宜

的进餐食谱。如患者需要补充高蛋白、丰富纤维素、维生素及易消化吸收的清淡

食物，应少进食高脂肪、高盐分的食物，切忌暴饮暴食，防止心脏承受过大的压

力，同时可适当多吃粗粮纤维，避免便秘现象；④居家生活护理：每日居室的温

湿度严格把控，温度宜在 20～25℃，湿度宜在 50%～60%，避免患者因温度过高

过低而出现心力衰竭加重的现象。此外，护理者应严密监测患者的皮肤状况及有

无破损、水肿反应。应定时为患者进行翻身护理、并按摩肢体，防止出现压疮，



并及时消除水肿，同时确保其床单及衣物的干燥；⑤运动护理：依照患者的心脏

功能，为其制定合适的运动方案。可以有氧运动为主进行低强度锻炼，如下肢阻

力练习、步行等。如患者有胸闷、气短等反应出现，应即刻停止运动，并予以其

供氧治疗和心电检测。初始运动时长可维持在 5～10min，后循序渐进。叮嘱患

者锻炼时应携带硝酸甘油，且需有人陪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数据采用(�±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用χ2对数据进行校检；P>0.05 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比较（见表１）

2.2 两组病人满意度测评结果比较（见表２）

2.3 两组病人心功能情况比较（见表３）

3 讨论

慢性心衰的临床治疗以强心、利尿、纠正电解质为主，该病具有进展缓慢、

病程长、治疗周期长的特点，多数患者在治疗期间伴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加上对疾病的认识不足以及自我护理能力较差，患者对于治疗的依从性也差，严



重影响治疗效果，因此治疗期间给予患者科学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对改善治疗效

果具有重要意义。早期康复护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切护理都是为了患者着

想，它既注重患者生理舒适，也注重其心理状态的稳定。

结束语

综上所述，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用于心力衰竭病人中能提高病人心功能水

平，有助于提高病人知识知晓率和满意度，降低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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