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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护理中的应用对患者生活质量的
改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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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探讨预见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护理中的应用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在我院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70例

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2018年 1月～2019年 12月，按护理方法不同均分为对照组（35例，常规护理）和观察组（35例，预见性护理），对

比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各项临床指标、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均优于对照组，且均 P ＜0.05，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可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改善了患者的机体功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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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即心脏的肌肉发生坏死，通常把特别快的急性期

称为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是持久严重心肌缺血所造成

的 [1]，临床表现为胸痛、发热、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及休克等，

治疗时多以挽救濒死的心肌、保护心脏功能，减少梗死面积和

处理并发症为主，使患者度过危险急性期。因急性心肌梗死发

病突然，因此要及早发现并治疗。 有效护理能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和减少并发症发生，因此，本研究，探讨预见性护理在急性

心肌梗死护理中的应用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选取我院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70 例为对象，按护理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

组（预见性护理）。对照组 35 例，平均年龄（71.45±1.75）岁；

观察组 35 例，平均年龄（72.35±1.75）岁。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晓此次研究。对比两组患者资料，无明

显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生命体征护理、吸氧、环境护

理、健康教育和相关注意禁忌事项告知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

采用预见性护理，首先对患者病情制定护理计划，其次对患者

并发症进行预见性护理，如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最常见并发症心

律失常，要重点观察动态心电图变化，特别是上午，要加强巡

检，发现及时上报医生并做好协同处理；对患者讲解疾病相关

知识，加深其对疾病的了解，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多与患者沟

通，了解其心理变化并做针对性心理疏导，消除患者负面情绪；

对患者进行疼痛护理，指导其如何缓解疼痛；患者疾病康复后，

要指导其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降低疾病复发率。

1.3 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临床指标、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临床指标

含急救、疼痛、住院的时间、疾病认知（评分，满分 100 分）。

并发症包括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等。生活质量调

查表含社会、躯体、心理功能和物质生活，满分 100 分，分数

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SPPS21.0 统计分析，临床指标、生活质量采用“±”表示

均值标准差，“t”检验，并发症发生率用“%”表示，“x2”检验 ,

组间差异，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其中观察组患者均优于对照组

患者，且 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

组别 列数 急救时间（min） 疼痛时间（min） 疾病认知（分）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35 87.25±3.91 50.98±4.22 77.26±5.88 18.77±2.5

观察组 35 52.16±3.91 45.59±4.22 79.35±5.88 11.03±2.5
t 35.532 34.571 22.4732 17.364
P 　 0.001 0.003 0.034 0.001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患者明显少于对照组，

且 P ＜ 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心源性休克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35 1（2.86%） 2（5.71%） 1（2.86%） 5（11.43%）

观察组 35 3（8.57%） 5（14.29%） 4（11.43%） 12（34.29%）
x2 4.135
P 0.037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观察组优于对照组，且 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物质生活

对照组 35 63.65±2.32 61.89±2.35 65.43+3.25 67.94+1.39

观察组 35 75.47+2.32 76.77+2.35 80.15+3.25 84.37+1.39
t 7.038 10.367 5.876 5.579
P 0.01 0.03 0.02 0.01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因发病突然，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和生活

质量，治疗期间有效护理可减少并发症发生，使患者保持良好

心理状态和较高生活质量。本研究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预见

性护理，从制定护理计划到并发症护理、疼痛护理、心理护理

及康复后饮食、生活护理，结果观察组各项临床指标、并发症

发生率及生活质量均优于对照组，P ＜ 0.05，可比。综上，对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可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改善了患者的机体功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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