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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心肌梗死患者并发心力衰竭护理中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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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心肌梗死并发心力衰竭患者采用循证护理进行干预的临床价值。方法  研究选择 86 例心肌梗死患者进行分组，两组人
数各有 43 例。结果 对患者护理后对比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护理效果两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采用循证护理针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后
可让预后效果得到有效改善同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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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内科各类可能导致患者受到生命威胁的疾病中心肌梗死属

于一种常见疾病，发病后很可能导致患者出现心力衰竭等情况，使其

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甚至导致出现死亡。进行治疗时一般会

为其选择手术的方式，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措施进行配合可

让治疗效果显著提高。对于常规护理来说此类患者的实际需求和具体

情况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治疗效果方面并不显著所以在此类患者的

治疗中已不再适用。对于循证护理来说属于一种新型模式针对此类患

者治疗时可采用循证护理进行干预，这种护理手段更加注重患者自

身，可让各项措施更加科学和全面，同时疾病影响因素有效减少，让

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得到更好的保证。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心肌梗死作为研究目标并选择 86 例并发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分

组，所有人员在入院后通过冠脉造影和心脏彩超得到确诊且全部在发

病 48 小时以内入院治疗，平均年龄为（63.3±10.1）岁，研究将具有

精神障碍和认知障碍患者排除，并排除存在组织病变和脏器病变以及

心律失常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主要对病情及时监护同时根据医嘱给药治

疗。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①病情评估。患者的机电波动情况需全面

进行监测同时根据治疗方案和病情以及具体需求等为其实施整体护

理评估，相关护理风险及时了解并根据循证方案将针对性护理措施以

及其中的侧重点确定出来，如果患者处于高危状态需对其监护进行加

强。②心理护理。入院后立刻对心理状态进行全面评估并将医护人员

和病房环境以及医院环境为患者介绍清楚，使患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熟悉环境将陌生感减少。按照具体的认知情况为其介绍疾病知识和治

疗手段以及相关注意事项，产生的疑问需耐心解答并加强患者的引导

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③生活护理。患者在发病的 12 小时

内可按照具体情况适当给予一定时间，如果疾病逐渐稳定或缓解后可

将饮食转变为半流质食物，整个饮食需以少食多餐和清淡为主要原

则，还需对维生素与蛋白质的摄取进行加强且告知患者定时排便的重

要意义。为了避免出现便秘还可适当对腹部进行按摩。在发病的 24

小时内需保持卧床休息状态，根据疾病和自身机体情况可在床上进行

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当疾病逐渐恢复或稳定后可下床进行一些简单

活动，但在锻炼过程中需保持心率平稳避免出现过大波动。 

1.3 统计学方法 

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做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同时以 P＜0.05 作为组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结果 

表一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n 感染 便秘 
下肢深静

脉栓塞 
发生率% 

观察组 43 1 1 0 4.6 

对照组 43 4 6 2 27.9 

X2     5.698 

p     ＜0.05 

表二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组别 n 住院时间（d）护理满意度 生活质量 

观察组 43 16.7±3.7 97.7±2.0 80.1±2.2 

对照组 43 21.2±4.4 85.4±3.5 73.0±2.4 

t  4.588 6.201 4.279 

p  ＜0.05 ＜0.05 ＜0.05 

3.讨论 

心肌梗死患者的冠状动脉出现严重病变导致心肌的供氧和供血

不足，患者的心肌损伤会随着发病时间的不断延长而变得更为严重，

具有很高的死亡率。此类患者中心力衰竭属于一种有较高发生率的并

发症，进行治疗时难度相对较大而且还可能导致患者死亡。此类患者

被抢救成功后依然需要在院内长时间住院接受康复治疗，这个过程很

可能受到其他外界因素影响使患者疾病出现一定波动最后出现复发，

所以进行治疗时需利用科学的护理手段对疾病影响因素进行控制使

患者的治疗和安全得到保证。循证护理模式主要按照具体的护理状况

将循证问题制定出来同时对问题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进行确保，制定循

证方案时主要将护理经验和循证资料作为基础让护理方案更具有科

学性和合理性。 

总而言之，通过循证护理对心肌梗死并发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干预

可让患者结局得到有效改善，而且还可将并发症的发生减少同时让死

亡的风险降低，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身体康复具有很好的促进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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