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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射频消融术治疗快速心律失常的临床护理措施。方法 本次对照实验中共选取了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存在心律失常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且需接受射频消融术治疗，但患者在治疗后会

出现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率，需配合针对性较强的护理干预方式。入组后 80 例患者被随机分配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增加综合护理

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满意度。结果 使用综合护理干预的观察组，出现 1 例穿刺点出血、1
例感染情况，并发症发生率 5%，对照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出现 2 例穿刺点出血，2 例感染，1 例尿潴留，1
例栓塞，并发症发生率 1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次，

观察组十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患者例数分别为 21 例、18 例、1 例，满意度 97.5%；对照组十分满意

17 例，一般满意 16 例，不满意 7 例，满意度 82.5%，对照组满意度低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射频消融术快速心律失常护理工作中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可有效缓解心律失常

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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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of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rapid 
arrhythmia. Methods: In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ll 
of whom were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ith arrhythmia and require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treatment, but patients will have more serious complications after treatment. Need to cooperate with more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After enrollment,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The 
complication rat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re was 1 case of puncture bleeding and 1 case of infect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5%. In the control group, 2 cases of puncture bleeding, 2 infections, and 1 urine 
Retention, one case of embolism,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1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Secondly,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were very satisfied, gener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were 21, 18, and 1 with a satisfaction rate of 97.5%; the control group was very satisfied with 17 cases,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16 cases, and dissatisfied with 7 cases, with a satisfaction rate of 82.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apid arrhythmia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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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ain caused by arrhythmia. 
【Keyword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tachyarrhythmia;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pplication 

value 
 

当前时代背景下心血管疾病发生率较高，且多

发于老年群体。老年人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生活作

息规律，同时可能会合并有一种或多种基础病，进

而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体健康[1]。心律失常是心血

管疾病的常见临床症状，在该症状的影响下，患者

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室性早搏、室性心律失常等，极

有可能会提升心源性猝死发生率。目前医疗卫生领

域较之过去得到了长足进步，对于快速性心律失常

可采用射频消融术进行治疗，但据实际应用情况来

看，射频消融术虽然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患者

也有较大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如感染、栓塞等，因

此必须要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干预[2]。综合护理干预

是当前应用频率较高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较之常

规护理方法更加具有全面性、针对性，本次实验中

便详细探究了对需要接受射频消融术治疗的心律失

常患者使用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中共选取了 80 例研究对象，为我院心

内科于 2019 年 1 月至次年 1 月收治，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经诊断后证实符合快速性心

律失常诊断标准。患者在入组后被随机分配为了不

同组别，并使用不同的护理方法，每组 80 例患者。

对照组男性、女性患者例数分别为 19 例、21 例，

最小年龄 56 岁，最大年龄 79 岁，平均年龄（71.25
±2.63）岁；观察组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15
例，最小年龄 51 岁，最大年龄 83 岁，平均年龄 （73.28
±2.16）岁。对比来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法应用于对照组。护理人员需严

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开展护理工作，主要围绕健康

教育、基础护理、饮食干预等方面开展护理工作[3]。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护理

干预。（1）术前阶段：在心律失常的影响下，患者

日常生活质量将会受到受到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会

产生焦虑、抑郁、无助、愤怒等负面心理情绪，不

利于护理质量的提升，甚至对其康复有消极影响，

对此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向患者进

行相关健康知识教育，如快速性心律失常影响因素、

射频消融术应用优势、术后注意事项、相关康复案

例等，并对患者的疑问知无不答，进而最大限度的

提升患者依从性。其次，术前护理人员还应做好一

切准备工作，如带领患者进行全方位的检查，主要

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尿常规、心电图等，为射

频消融术的实施奠定数据基础。此外，护理人员还

应将心电监护仪、心电生理记录仪、起搏器等设备

准备完毕并进行术前检验，确保设备正常[4]。（2）
术后护理：患者在术后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风

险性较大，因此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应密切关注患

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评估患者护理风险性，并针

对性的改进护理措施，提高并发症发生情况防范力

度。一般情况下，射频消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有穿

刺点出血、感染、尿潴留等，对此护理人员术后护

理时必须要注重操作规范性，严格按照操作标准开

展工作，定时查看穿刺点是否存在触痛、渗血情况，

一旦出现上述并发症，应及时采取针对性处理措施。

（3）健康教育：多数心律失常患者对相关健康知识

的认知深度较浅，因此必须要加强健康宣教，嘱咐

患者在术后一周内要尽量多休息，适当下床活动，

饮食注意多样化，但尽量保持清淡，增加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的摄入量，并注意每天均要服用阿司

匹林。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以并发症发生率、患者满

意度为准。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1.0 作为本次对照实验的统计学处理

工具，观察指标均使用（%）表示，结果使用 X2 值

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统计学意义，可表

示为（P＜0.05）。 
2 结果 
2.1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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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n 穿刺点出血 感染 尿潴留 栓塞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40 1 1 0 0 5% 
对照组 40 2 2 1 1 15% 

X2      11.847 
P 值      ＜0.05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在低于对照组，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 
2.2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十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患者例数

分别为 21 例、18 例、1 例，满意度 97.5%；对照组

十分满意 17 例，一般满意 16 例，不满意 7 例，满

意度 82.5%，对照组满意度低于对照组，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 
3 讨论 
当前时代背景下，心律失常发生率较高，尤其

是快速性心律失常，患者会伴随有胸闷、心悸、胸

痛等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且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

死，临床治疗难度较大[5]。目前现代化技术发展较

快，对于快速性心律失常可采用射频消融术治疗，

该疗法属于微创技术，需在 X 光血管造影剂的辅助

下准确定位病灶位置，并将电极导管插入心脏，在

到达位置且检查无误后释放高频电流，进而达到快

速消融病灶的效果。据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射频消

融术具有创伤轻微、成功率高、费用低的特点。但

患者在治疗完毕后因自身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

会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情况，不利于患者康复，甚至

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对其康

复有消极影响。本次对照实验中，将研究对象随机

分配为了使用常规护理方法的对照组和使用综合护

理干预的观察组，据实验结果来看，使用综合护理

干预的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仅为 5%，而对照组高

达 15%，存在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约为 97.5%，对照组满意度

82.5%，观察组满意度明显更高于对照组，（P＜
0.05）。在综合护理干预模式下，护理管理更加精

细化，且护理人员深入贯彻落实了以“患者为中心”

的理念，将患者病情、手术治疗阶段结合实际情况

采取术前、术后护理干预，并在关注其生理情况的

同时疏导心理状态，拉近了护患关系，促进了护理

质量的提升[6]。 

通过本次对照实验结果来看，将综合护理干预

应用于需接受射频消融术治疗的快速心律失常患者

护理工作中应用价值较高，对此应在临床上加大推

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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