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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合并急性心梗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袁星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观察对老年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症患者施以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观察对象

选择于 2020.10~2021.10就诊于我院的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症老年患者 70例，随机数字法予以分组，

施以综合护理干预的 35例老年患者分入研究组，施以常规护理干预的 35例老年患者分入对照组。结果:与
对照组对比，心理状态（SDS、SAS）研究组护理后评分明显较好（P<0.05）；与对照组对比，护患关系研

究组明显较好，即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P<0.05）；结论:对老年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症患者施以综

合护理干预效果突出，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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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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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Methods: Observation objects selected 7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at 2020.10 ~ 2021.10. 35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s. Results: In contrast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DS, SAS) research group was obviously better (P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group of the nursing and patient relationship was obvious, that i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 P <0.05);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re
prominent i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and be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nursing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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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和急性心梗均为心脑血管疾病，两种疾

病极易合并存在，该合并症主要发病人群为具有较

长慢性病史的老年群体。近些年，伴随国内人口老

龄化趋势的加剧，合并症发病率也在逐渐升高，对

患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1]。该病

在积极治疗的同时需强化护理干预，进行长期的综

合护理，以改善患者因疾病、认知不足所产生的负

面情绪，提升治疗依从性、肢体功能、预后生存质

量，以保证治疗效果[2]。但是常规护理干预效果欠

佳，我院及时更新护理理念，对患者施以综合护理

干预获得了满意的效果，本研究对其实践价值进一

步观察，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选择于 2020.10~2021.10 就诊于我院

的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症老年患者 70例，随

机数字法予以分组研究，施以综合护理干预的 35例
老年患者分入研究组，年龄:（72.15±3.58）岁（65~85
岁），病程:（6.11±1.08）年（3~12 年），性别:20
例男，15 例女；施以常规护理干预的 35 例老年患

者分入对照组，年龄:（72.20±3.55）岁（65~86岁），

病程:（6.13±1.02）年（3~11年），性别:21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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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例女。对研究可比性进行对比:2组比较 P>0.05，
可施以比较研究。纳入:入选患者均在家属协同下了

解研究相关流程，签署知情文件；所有研究患者均

经临床检查（心电图、心脏彩超以及袖带血压）被

确诊为老年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症；入选患

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研究依从性高，配合医护

人员进行各项护理操作。排除:合并其他严重慢性疾

病并发症的患者；患有恶性肿瘤的患者；存在意识

和肢体功能障碍；年龄低于 60周岁的患者。

1.2 方法

常规护理干预施以对照组患者，即包括常常宣

教、病情观察等。

综合护理干预施以研究组患者，方法为:强化认

知干预，护理人员需要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实施必

要的疾病健康指导，将高血压、急性心梗疾病知识，

包括并发原因、治疗知识、康复期注意事项以及并

发症预防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基于患者

为老年人，语速一定要慢，针对患者疑问要耐心解

答，让患者充分掌握疾病有关知识，同时掌握急性

期自救办方法，提升患者的认知程度，避免由于认

知程度较低产生不良情绪，甚至影响治疗依从性；

强化心理干预，在患者入院后强化护患间的沟通，

护理人员要重视患者心理状态的评估和变化，以评

估结果为依据施以个性化心理疏导，让其用积极心

态面对疾病和治疗，消除不良情绪的影响，提升患

者依从性；必要时利用成功案例的列举或病友会举

办提升患者治疗信心。出院后指导患者家属评估患

者情绪变化，给予患者更多的情感支撑，让其感受

到家庭温暖，如患者负性情绪较明显，可定期来院

进行心理疏导；予以患者对症护理，患者入院后，

遵医嘱予心电监护、氧气吸入等治疗，密切观察心

电监护仪变化，记录患者 24小时心率、呼吸和血压

等指标，尽早发现心律的异常变动，如室早或房室

传导阻滞，严格落实责任制护理，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告知住院医生，遵嘱静脉推入利多卡因，纠正心

律失常症状，及时建立静脉通路，补充血容量，输

液期间注意控制液体输注总量和速度，以免诱发急

性心衰，针对心前区疼痛症状较明显的患者，遵嘱

予止痛药口服，患者症状未缓解，也可给予急诊

PTCA 和溶栓治疗，治疗时静脉推入镇静剂(地西

泮)，降低患者心肌耗氧量。一旦出现急性心梗，遵

嘱予 3-5 的高流量氧气持续吸入，减低心肌损伤；

基础生活护理，急性心梗患者需严格卧床两周，密

切监测患者病情变化，观察患者病情平稳后方可协

助其坐起活动，后续各项检查结果均平稳，可协助

其下床活动，卧床期间应重视对患者进行基础生活

护理，指导其使用便盆在床上大小便，排便时切记

不可用力，日常多进食新鲜蔬果，促进大便通畅。

指导患者血压水平的控制，使其血压水平稳定；指

导患者遵医嘱用药，定时定量，不可随意加减用量，

使其临床症状得以改善；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适量运动、规范作息、劳逸结合，避免疾病再

次复发。坚持适度运动，促进身体素质提升；指导

患者饮食为易消化、低胆固醇、低脂、高维生素食

物，告知患者晨间多饮水，促进胃肠道蠕动，加快

体内血液稀释，改善患者的心脑循环，饮食坚持少

食多餐原则，不要对刺激性食物食用，以便心脏负

担增加。

1.3 观察指标

对心理状态进行对比，焦虑情绪应用 SAS自评

量表实施评价，轻度、中度、重度以 50~59、
60~69、>69分为分值范围；抑郁情绪应用 SDS 自评

量表实施评估，轻度、中度、重度以 53~62、
63~72、>73分为分值范围，分值与负性情绪呈反比。

对护患关系进行对比，我院自制问卷对患者满

意度做出统计，以确定护患关系，100 分为总分，

非常、基本、不满意评价范围分别为 85~100、60~84、
<60分，总满意度=（基本+非常）满意度。

对血压指标进对比，每日监测患者血压指数，

正 常 血 压 值 收 缩 压 :90-139mmHg ； 舒 张

压:60-89mmHg。
1.4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3.0 处理资料和结果中数据， t 对
（ x ±s）计量数据实施验证，符合正态分析，χ2对
[n(%)]计数数据实施验证，统计学意义以 P<0.05 为

标准，表示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比较

护理前 2 组心理状态（SDS、SAS）评分比较

（P>0.05）；与对照组对比，心理状态（SDS、SAS）
研究组护理后评分明显较好（P<0.05）。

2.2 护患关系比较

与对照组对比，护患关系研究组明显较好，即

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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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血压指标比较

护理前 2组患者血压指标均明显超出正常范

围，数值比较（P>0.05）；与对照组对比，血压指

标（舒张压、收缩压）研究组护理后数值明显较好

（P<0.05）。

表 1 心理状态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5 61.15±4.28 38.15±5.15 62.20±5.20 37.15±5.10

对照组 35 60.50±4.35 50.15±5.25 61.85±5.35 49.58±5.25

t 0.630 9.653 0.278 10.047

P 0.531 <0.001 0.782 <0.001

表 2 血压指标比较（ x ±s，mmhg）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5 168.42±15.29 126.42±6.21 97.13±6.76 78.32±5.84

对照组 35 167.31±14.13 147.25±8.23 96.52±8.32 88.18±4.92

t 0.3154 11.9526 0.3366 7.6389

P 0.7534 <0.001 0.7374 <0.001

3 讨论

伴随近些年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入，高血压

合并急性心梗发生率也呈现逐年持续增长的趋势，

老年人为常发人群，高血压和急性心梗合并存在使

得治疗难度和护理难度均增加。因此，需在治疗过

程中强化护理干预，警惕并发症发生，保证治疗效

果。因此，需对患者施以护理干预，但是常规护理

较为单一，无法满足患者护理需求。而综合护理干

预效果较好，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对比，心理

状态（SDS、SAS）研究组护理后评分明显较好

（P<0.05）；与对照组对比，护患关系研究组明显

较好（P<0.05），与对照组对比，血压指标（舒张

压、收缩压）研究组护理后数值明显较好（P<0.05），
可见，综合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和护患关

系，获得以上效果的原因为综合护理干预以患者为

护理中心，以满足患者护理需求和促进患者康复为

目标。

综上所述，对老年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

症患者施以综合护理干预效果突出，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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