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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评价
 刘艳丽   王  倩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要】目的：分析探究舒适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本院近一年收治的 80 例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舒适护理，将两组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

意度进行对比。结果：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均有所升高，且观察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

理工作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将舒适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护理工作中，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让患

者对护理工作更满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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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多发于老年人群，老年人患上该病后随着体
力的下降社会活动受到限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
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实施有效护理干预对提升患者的生活
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次实验分析探究舒适护理干预
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近一年收治的 80 例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男女比例 23:17，平均年龄
（70.02±3.21）岁；观察组男女比例24：16，平均年龄（70.23±3.97）

岁。两组患者资料无明显差异 (P ＞ 0.05）。所有患者均符合慢
性心力衰竭诊断结果。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人性化

护理联合健康教育。主要表现为：①环境护理：病房每天开窗
通风、定时打扫卫生消毒，保持干净整洁 , 保持安静不打扰病
人休息 , 根据天气调整病房温湿度，营造舒适的病房环境。②
心理护理：治疗期间加强患者心理护理，主动与患者沟通，了
解患者心理状况及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开
展心理疏导，缓解患者不良情绪。向患者讲述正面治疗案例，
增强其治疗信心。③生活护理：为患者制定饮食计划，给予低

脂肪、低盐、易消化的食物。提醒患者禁烟禁酒，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早睡早起保证足
够睡眠。指导患者适当运动，如散步、打太极等，切勿剧烈运动。
④输液护理：静脉穿刺时尽量一次成功，减轻患者疼痛，输液
速度调整为患者舒适状态，密切观察患者输液情况，一旦发现
异常及时予以处理。⑤体位护理：床头调整以患者舒适为宜，
患者可采取半卧位，需不定时变更体位，以防发生褥疮，实施
按摩和热敷减少患者不适。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采用生活质

量量表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每项 10 分，评分与患者生活质量成
正比。采用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调查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为
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满意度等于非常满意与满意之和。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0 版本）分析，得到计量资料（t）

以及计数资料（X2），表示方式为（x
_

±s）、（n，%），当检
验结果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如表 1：

2.2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有 22 例非常满意，16 例满意，2 例不满意，护

理满意度 95%；对照组患者有 17 例非常满意，15 例满意，8 例
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80%。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X2=10.286，P=0.001），组间差异明显（P ＜ 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由于

急性心力衰竭久治不愈或前负荷过重、后负荷过重、心室收缩
不协调所引起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肝脏增大、双下肢水肿、
呼吸不畅、供血不足等。慢性心力衰竭病程较长，患者在长期
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心理状态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病情发展，
患者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利于患者
病情的康复。舒适护理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实施心理护理、饮
食指导、健康教育、体位舒适护理等，最大限度减少患者不适，

增强患者治疗信心，进而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从本次实验结果得知，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评

分均有所升高，且观察组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 ＜ 0.05）；观察组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P ＜ 0.05）。表明将舒适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的护理工作中，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让患者对护
理工作更满意。

综上所述，将舒适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的护理工作中，护理效果突出，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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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x
_

±s，分）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 躯体功能 日常生活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5.21±1.28 8.68±1.21 5.34±1.15 8.58±1.64 5.02±1.33 8.67±1.28
对照组 40 5.03±1.36 6.52±1.36 5.67±1.02 6.23±1.34 5.26±1.25 6.37±1.38

t - 0.610 7.505 1.358 7.018 0.832 7.728
P - 0.544 0.001 0.179 0.001 0.408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