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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主导的综合护理方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影响 

李 稳，朱琦红，王家美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研究护士主导的综合护理方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影响。方法 2020 年 12 月到 2023 年 12
月间开展本次对比实验。纳入实验样本均是我院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共计 100 例），所有参与者进行双盲

随机法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各组纳入 50 例患者，将相关数据予以统计分析作为此次研究价值的参考依据。结

果 观察组效果较为理想且可实施性能较高，考察各项指标评分均显优，较另一组（P＜0.05）实验数据有价值体

现。结论 护士主导的综合护理方案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有效实施，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与自我管理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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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urse-led integrated nursing programs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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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urse-l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program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This comparativ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3. The included 
experimental samples were all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100 cases). All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double-blind random method, and 5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Relevant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s th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value of this study. Results 
The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dea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was higher, and the scores of all indexes 
were better, which was valuabl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other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nurse-l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program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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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以及人们的生活

方式、饮食习惯及工作强度的变化，慢性疾病、心血管

疾病越来越多，慢性心力衰竭已成为临床中常见疾病

之一[1-2]。 
慢性心力衰竭是由于其心肌组织损伤和心肌结构

异常，导致心脏收缩能力下降，从而引起血液灌流不足

而引发的疾病，主要症状表现为：呼吸困难、水肿、乏

力、恶心呕吐等，该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3]。临床采取

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巩固患者预后的重要环节，现我院

采用护士主导的综合护理方案，针对患者疾病特点给

予针对性护理干预，达到改善患者预后的目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2 月到 2023 年 12 月间开展本次对比实

验，纳入实验样本均是我院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共计

100 例），所有参与者进行双盲随机法分成对照组与观

察组，各组纳入 50 例患者。观察组中男女比例 28：
22，年龄 55-72 岁，平均（63.57±3.45）岁。对照组男

女各 30、20 例，最小 57 岁，最大 75 岁，均岁（64.07
±2.11）。患者常规数据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临床采取常规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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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护士主导的综合护

理方案。 
（1）组建护理小组：组建护士主导的综合护理方

案小组，并且在对患者开展护理工作之前，先对护理人

员进行统一的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沟通技能、日

常生活指导技能以及康复训练指导技能等多种内容，

当护理人员的培训考核合格之后，方能上岗。护理人员

需要详细地了解并掌握患者的实际情况及个人需求，

对患者实施相应的护理措施。 
（2）健康宣教：开展健康教育讲座，针对患者疑

惑不解问题进行解答，并对疾病相关知识进行普及，使

患者增加对疾病的认知。发放慢性心力衰竭健康教育

宣传手册，内含疾病知识、治疗方法、防护措施及预期

效果等内容，以此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度、认知

度[4-5]。 
（3）心理护理：由于患者通常对疾病及治疗方式

缺乏了解，心理会出现恐慌情绪且不易接受事实，护理

人员需热情接待患者，在交流中运用恰当语言舒缓患

者焦虑情绪；鼓励患者表达自身想法与需求，将内心情

绪发泄出来，护理人员需耐心倾听患者主述，热切关注

患者情绪，尊重患者多疑行为，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患

者，并积极给予其心理疏导，从而拉近彼此间距离，获

取其信任；及时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交流，督促其家属

多鼓励、多安慰患者，使患者能够以平和心态面对治

疗；依据患者喜好播放轻松的音乐或电视节目，同时开

展患者间交流活动，可相互鼓励，以树立其治愈信心[6]。 
（4）生活护理：保持充足睡眠，根据身体情况适当

运动，如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等有氧运动；随

时监测呼吸频率及水肿情况；优化饮食结构，低盐低脂

低糖、高维生素、易消化的饮食对于具有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来说，是维持身体正常代谢的必需能量。合理饮食

搭配，禁烟限酒，限制辛辣、生冷等刺激性强的食物摄

取，每日增加新鲜水果蔬菜摄入量；定期监测血压、血

糖及体重变化；同时嘱患者严格按照医师要求服用药

物，不可擅自减药、停药，从而降低再次因病入院概率。 
（5）定期回访：患者出院后，护理人员定期通过

上门走访、联系电话、微信等进行回访，了解患者康复

基本情况，详细记录各项指标变化，提高遵嘱用药依从

性[7]。 
1.3 评价标准 
考察患者心功能、生活质量及自我管理能力，并将

其作为此次的观察指标，以表格形式呈现。 
1.4 统计方法 
计数（n%）代表率，χ2检验；计量（x±s），t 检

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2.0 数据包处理，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种多因素相关的疾病，具有病

因复杂、病势凶险、死亡率高等特点，严重威胁着患者

的生命安全。如何有效缓解此类症状，及改善受损部位

生理机能的护理方式是现今所要研究的重点。护士主

导的综合护理方案现已在临床中广泛实践并取得较好

反馈，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LVEF （%） LVEDD（mm） LVESD（mm）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26.87±3.64 34.64±4.43 68.41±8.79 52.13±6.03 47.85±8.19 30.02±5.11 

对照组 50 26.82±3.67 29.51±3.53 68.44±8.73 60.09±8.16 47.81±8.22 36.18±7.36 

t  0.576 7.730 0.548 8.941 0.539 7.19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精神状态 社会功能 情感功能 

观察组 50 7.34±2.15 7.68±2.21 7.12±1.78 8.12±2.69 

对照组 50 6.21±2.03 6.14±1.45 6.08±1.21 6.46±2.05 

t  3.702 4.120 3.417 3.685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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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健康认知 自我责任感 自我护理技能 

观察组 50 27.34±2.15 57.68±2.21 21.12±1.78 48.12±2.69 

对照组 50 22.21±2.03 52.14±1.45 19.08±1.21 43.46±2.05 

t  5.412 5.783 4.662 5.614 

p  <0.05 <0.05 <0.05 <0.05 

 
其是围绕“以病人需求为中心”制定的科学化、精

细化、人性化的护理方案，旨在延续基础护理服务之上

同患者心理状况加以结合，在自身、社会等多方面入手

为患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干预措施，从而促进患者恢复

和改善患者预后效果[8-9]。通过为患者实施心理干预，

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消除负面情绪，改善患者的心

理环境，让患者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接受治疗及

护理工作。通过认知护理，让患者能够正确地看待自身

疾病，并且学会对自身不良行为进行干预及纠正，促进

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采取健康知识教育，为

患者讲解疾病知识以及治疗的目的与作用，促进提升

患者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提升患者对治疗及护理

的依从性。通过采取针对性的生活护理，帮助患者提高

自我活能力以及社会能力。本研究中，采取护士主导的

综合护理方案后，观察组心功能、生活质量及自我管理

能力比对照组更有优势，（P＜0.05）有统计学差异。

说明由护士主导的综合护理方案的实施可有效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自我管理能力，最终

达到促进患者尽快恢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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