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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临床护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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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对于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以及临床护理效果。方法 选
取 2018.1 月~2020.1 月期间，与我院接受诊治的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 72 例，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主

要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36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

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则是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实施全面护

理干预措施的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97.22%，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83.33%，对比分

析两组数据，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较大差异，（P＜0.05），统计学意义明显。结论 对于老

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的临床护理，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提高临床护理有效率，促进患者生活

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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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72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who were treated with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t wa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3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care of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ho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was 97.22%, 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ho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was 83.33%.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P <0.05),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s obvious. Conclusion: For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inical nursing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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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又称为肺心病，主要是由

于肺组织、肺动脉血管等慢性病变引起的肺组织结

构出现异常，进而导致了肺动脉血管压力增强，出

现右心衰竭的症状，如颈静脉怒张、肝脾肿大、下

肢水肿等。我国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主要

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所引

起的。该疾病的好发人群集中在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

患者，主要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者的各项身体

机能呈现出下降的状态，或者是由于冠心病、高血

压等疾病的影响，进而诱发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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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治疗周期较长，且容

易反复发作，所以需要注重对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患者的临床护理，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措施，以提

高临床护理效果，改善护理有效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1 月~2020.1 月期间，与我院接受诊

治的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 72 例，将其作为本

次实验的主要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36 例。对照组 36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12 例，年龄

54~75 岁，平均年龄为（61.09±3.92）岁，病程 7~25
年，平均病程为（18.26±3.27）年；观察组 36 例患

者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7 例，年龄 51~76
岁，平均年龄为（63.75±5.04）岁，病程 8~29 年，

平均病程为（19.27±3.91）岁；所有患者经 CT、X
线等临床检查后，均确诊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且

存在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气促等临床症状，除该

项疾病外，不存在其他疾病影响因素，已在知情同

意书上签字，符合入组实验的标准。对比分析两组

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等基本信息，数据间差异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模式，观察组

患者则是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心理护理 
由于受到疾病的折磨和家庭压力等因素的影

响，多数的患者在住院期间会出现焦躁、紧张、恐

惧等不良情绪，一方面会导致患者的情绪消极，不

利于身体的恢复；另一方面，会刺激交感神经的兴

奋，使心肌系统的耗氧量增加，进而造成病情的加

重[1]。因此，在临床护理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患者

的心理护理，加强心理干预措施，引导患者说出自

己内心的压力，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认知态度，

提高对疾病治疗的信心，进而能够积极主动的配合

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 
（2）呼吸道护理 
由于肺源性心脏病患者会存在呼吸困难、气促

等呼吸道症状，所以在临床护理时需要注重对患者

的呼吸道护理[2]。首先，需要进行卧位的安置，一

般取半坐卧位，以促进膈肌的下降，增加患者的肺

容量，改善患者的呼吸状态，促进患者的下肢静脉

回流，改善右心衰竭所造成的下肢水肿症状。其次，

需要辅助患者进行排痰，引导患者通过反复的深呼

吸后进行深度的咳痰，促进患者痰液的咳出。最后，

要对患者痰液的性质、颜色等进行观察，进而能够

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3]。 
（3）饮食护理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

不良，尤其是针对于老年患者，身体的各项机能都

在逐渐的下降，更加需要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以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肺心病患者本就存在不同程度

的呼吸困难，如果患者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就会

造成患者的呼吸肌呈现疲劳的状态，甚至是造成患

者的呼吸困难症状加剧，或者是出现呼吸道的感染
[4]。因此，需要加强对患者的饮食护理，注重摄入

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的软质食物，多吃水果

和蔬菜，戒烟戒酒、禁食酸辣刺激类食物，以保障

患者的机体营养需求得到满足。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的临床护理效果

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护理效果分为显效、有

效和无效。显效指的是患者呼吸道症状显著改善，

心功能评分为 1 级以上；有效指的是患者的呼吸困

难、气促等症状有所好转，心功能评分改善至 1 级；

无效指的是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心功能评分均无好

转[5]。 
1.4 统计学处理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分析和处理，使用%进行表示，并使

用 X2 值进行再次检验，当（P＜0.05），表示数据

之间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36 26 9 1 97.22% 

对照组 36 11 19 6 83.33% 

X2值     13.065 

P 值     ＜0.05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为 97.22%，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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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为 83.33%，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P＜
0.05），统计学意义明显。 

3 讨论 
肺源性心脏病是一类慢性疾病，主要是由于患

者的肺组织、肺动脉血管等慢性病变引起的肺组织

结构出现异常，进而导致了肺动脉血管压力增强，

出现如颈静脉怒张、肝脾肿大、下肢水肿等右心衰

竭的症状[6]。据统计调查情况来看，该病主要是好

发于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且具有治疗周期长、

病情反复的特点，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严重

的损害。因此，在临床护理过程中，要注重对患者

的综合护理，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措施，以提高临床

护理的质量，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和疾病状况[7]。

与常规的护理方式相比较，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具有

全面、系统、规范的特点，能够实现更加优质的临

床护理，即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添加了心理护理、

饮食护理、呼吸道护理等，不仅能够有效的改善患

者的疾病状态，还有助于帮助患者树立疾病治疗的

信心，实现良好的预后效果[8]。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实施全面护理干预的观察

组患者临床护理有效率高达 97.22%，远高于采用常

规护理对照组患者的 83.33%，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明

显的差异（P＜0.05），统计学意义明显。总之，对

于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的护理，实施全面护

理干预的措施，能够有效的改善临床护理的质量，

提高临床护理的效果，促进患者的身体和心理恢复，

保障患者的良好预后情况，可以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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