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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状态的护理效果观察 

杨蓓蕾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 目的 探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焦虑状态护理效果。方法 根据本院 2020.05~2021.05 这一年中，收

治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选取 70 例用作此次调查，以数字抽签法将患者分成 2 组进行护理，其中应用常规

护理的 35 例患者为对照组，另外的 35 例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展开 2 组患者护理前与护理后的焦虑状态、

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等指标的对比分析。结果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前，SAS 评分相比之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1 周、1 个月后相比 2 组患者的焦虑状态，明显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更优，

（P＜0.05）；通过 2 组患者对护理的评价，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4.29%显著比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82.86%更高，（P＜0.05）；此外，评估 2 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

分、精神健康评分及生理功能评分相比于对照组患者更优，（P＜0.05）。结论 对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护理，

临床应用综合护理对患者的焦虑状态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利于保障患者的良好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慢性心力衰竭；焦虑状态；护理效果；心理护理 

 

Observation of the nursing effect of anxiety stat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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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nxiety state car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2020.05-2021.05 year, 7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this survey,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for nursing by digital lottery method, of 
which 35 patients with routine nursing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3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comprehensive nursing,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xiety state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2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Results: The SAS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nursing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1 week and 1 
month compared with the anxiety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the SAS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favorable (P<0.05);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he ca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29%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of 
82.86%. (P<0.05); In addition,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the physical 
function score, social function score, mental health score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patient's anxiety 
state, which is conducive to ensuring the goo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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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心内科疾病，

多因患者的心肌梗死、炎症及心肌病等因素，导致其

心肌损伤，出现心肌结构与功能的改变，造成患者的

心室泵血，或者充盈功能下降，属于一种危重症，往

往预后效果较差，具有较高的病死率。通常患者临床

表现全身乏力、呼吸困难及水肿等症状，且随着病情

的恶化，身体机能逐渐降低，直接影响其身心健康，

这便使多数患者产生焦虑状态，不利于疾病的康复。

故而在临床上需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干预，以此调节患

者的不良心理情绪，改善其身心状态[1]。基于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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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院近一年中，收治的 70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分组应用常规护理、综合护理，展开具体护理效果的

分析，相关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本院 2020.05~2021.05 这一年中，收治的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随机选取 70 例用作此次调查，以数字

抽签法将患者分成 2 组进行护理，其中应用常规护理

的 35 例患者为对照组，患者性别占比：男患者 18 例、

女患者 17 例，年龄区间在 44 岁~76 岁，平均（56.71±
3.49）岁，病程持续 1 年~5 年，平均（2.41±0.79）年；

另外的 35 例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分别有男性

患者与女性患者 19 例、16 例，年龄区间在 45 岁~75
岁，平均（56.73±3.55）岁，病程持续 8 个月~6 年，

平均（2.44±0.85）年。2 组患者均符合慢性心力衰竭

的诊断标准，且患者与家属对此次调查全部知情，于

自愿条件下配合签订同意书；排除存在交流障碍、精

神类疾病、严重肝肾功能异常、恶性肿瘤及临床资料

不完整等患者。由统计学分析 2 组患者中的性别、年

龄及病程等基线资料，差异不显著，具有可比性，（P＞
0.05）。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由护理人员对患

者进行日常的饮食、用药等方面的指导，并做好患者

生活护理等基础工作[2-3]。 
（2）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内容如下：①护理

人员要密切观察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情况，与患者主

动的沟通，根据患者的年龄、职业、家庭背景及文化

水平等方面，给予患者相应的心理疏导与情绪安抚，

帮助患者缓解焦虑状态，促使患者乐观且积极的接受

治疗。②当患者的焦虑状态发作或者加重时，护理人

员可采取注意力转移法，比如播放轻音乐、聊天或者

指导患者深呼吸等，来帮助患者消除负面情绪，同时

叮嘱患者家属加强对患者的陪同，给予其足够的安全

感与关爱，让患者的焦虑情绪得以宣泄，如若患者情

况过于严重，护理人员可遵医为患者服用抗焦虑药物[4]。③

护理人员要为患者营造较为舒适的病房环境，调节好

病房内的湿度与温度，并每天定时的通风、换气，保

持空气清洗，同时床单被褥需整洁、干净，当夜间时

要调节好灯光，巡视时动作要轻柔，促使患者拥有一

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如若患者存在睡眠障碍，需遵医

给予患者适量的安眠药帮助其入睡，确保患者睡眠充

足。④护理人员可指导患者练习想象放松疗法，以自

身感觉舒适为主，想象轻松且惬意的场景，一天 2~3 次，

达到自我情绪缓解与调节的目的[5]。⑤护理人员可通过

口头一对一宣教、健康手册及视频播放等形式，为患

者介绍疾病的发病因素、治疗方法、日常注意事项及

自我护理方法等，促使患者正确的看待疾病，树立战

胜病魔的信心[6]。 
1.3 观察指标 
（1）以 SAS（焦虑自评量表），分别在 2 组患者

护理前、护理 1 周及护理 1 个月，评估其焦虑状态，

评分临界值为 53 分，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的焦虑状态

越严重。（2）根据我院自行设计的护理满意度量表，

围绕护理方式、服务态度、沟通技巧及专业程度等方

面，设定 20 道题，每题为 5 分，共计 100 分，十分满

意：≥90 分、一般满意：≥60 分且＜90 分、不满意：＜

60 分。护理满意度为（十分满意数+一般满意数）/总
数×100%。（3）采用 SF-36 量表对 2 组患者的生活

质量进行评价，包含躯体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分、

精神健康评分及生理功能评分四项，每项评分满分均

为 100 分，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分值呈正比。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展开研究数据的分析，组

间计量资料行 t 进行检验，表示应用（x±s），组间计

数资料行ꭓ2进行检验，表示应用（%）率，差异检测标

准为 p＜0.05，证实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 2 组患者的焦虑状态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前，SAS 评分为

（50.23±7.05）分、（50.03±7.14）分，相比之下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1 周、1 个月后

相比 2 组患者的焦虑状态，明显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

分更优，（P＜0.05）；详细数据如表 1 所示。 
2.2 比较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通过 2 组患者对护理的评价，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 94.29%显著比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82.86
%更高，（P＜0.05）；详细数据如表 2 所示。 

2.3 比较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评估 2 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的

躯体功能评分（74.58±10.43）分、社会功能评分（79.3
7±12.59）分、精神健康评分（74.66±13.01）分及生

理功能评分（80.03±13.59）分相比于对照组患者更

优，（P＜0.05）；详细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1 2 组患者的焦虑状态对比[（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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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n） 护理前 护理 1 周 护理 1 个月 

观察组（n） 35 50.23±7.05 40.02±6.52 33.16±2.79 
对照组（n） 35 50.03±7.14 45.96±6.34 39.97±3.12 

t 值  0.138 4.319 10.742 
p 值  ＞0.05 <0.05 <0.05 

表 2 2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n）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 35 20（57.15） 13（37.14） 2（5.71） 33（94.29） 

对照组（n） 35 19（54.29） 10（28.57） 6（17.14） 29（82.86） 

ꭓ2值     6.691 

p 值     <0.05 

表 3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n）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生理功能 

观察组（n） 35 74.58±10.43 79.37±12.59 74.66±13.01 80.03±13.59 

对照组（n） 35 60.19±5.24 62.22±10.39 65.52±12.28 64.38±12.99 

t 值  8.041 5.997 6.124 9.106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由于慢性心力衰竭具有病情危重、病程迁延等特

点，往往患者的症状缓解较为缓慢，且死亡率较高，

如若不给予有效的救治，便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

由此患者在长时间治疗下，很容易丧失治疗的信心，

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形成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这

样一来，不仅会造成患者的临床配合度下降，还会因

激动的情绪加重其病情，不利于患者的预后[7]。 
故而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护理干预至关重

要，以便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帮助其平复不良情绪，

更为积极的配合临床治疗工作，以此提高其预后质量。

但以往的常规模式，通常是对患者进行日常生活、饮

食等方面的指导，缺乏对患者的心理问题关注，导致

护理效果大打折扣[8]。因此，这便需要在此基础上，应

用一种行之有效的护理方案，为患者提供更加全方面

的护理服务，其中综合护理便是从患者的心理、睡眠

及健康教育等方面出发，既是对常规护理的优化与补

充，又能为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以便结合患

者的焦虑状态，对其展开心理疏导与安抚工作，加强

对患者的心理支持，同时指导患者情绪的调节方式，

乃至焦虑严重患者，遵医给予其抗焦虑药物。除此之

外，护理人员为患者营造适宜休息的环境，可保证患

者充足的睡眠，而这对其不良情绪也会起到舒缓的作

用，从而达到缓解患者焦虑状态的目的[9]。基于此，为

了进一步证明其护理效果，本文根据本院 2020.05~2021.
05 这一年中，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选取 70 例

用作此次调查，以数字抽签法将患者分成 2 组进行护

理，其中应用常规护理的 35 例患者为对照组，另外的

35 例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展开调查。从文中研

究结果得知：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前，SAS
评分为（50.23±7.05）分、（50.03±7.14）分，相比

之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1 周、1
个月后相比 2 组患者的焦虑状态，明显观察组患者的 S
AS 评分更优，（P＜0.05），说明对患者的护理可改

善其焦虑状态，但相比而言综合护理的应用，能够显

著降低患者的 SAS 评分；通过 2 组患者对护理的评价，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4.29%显著比对照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 82.86%更高，（P＜0.05），结果说明患

者更加满意综合护理。此外，评估 2 组患者护理后的

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

分、精神健康评分及生理功能评分相比于对照组患者

更优，（P＜0.05），因综合护理可对患者进行全方面

护理服务，从患者的生理、心理及精神等方面加以干

预，所以数据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好[10]。 
综上所述，对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护理，对其

焦虑状态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建议临床大力推广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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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护理，来帮助患者平复不良情绪，掌握心理状态的

调节方式，以此树立起治疗的信心与决心，这对患者

的病情恢复起到积极影响，其应用与借鉴的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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