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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心护理联合运动康复护理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周 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双心护理+运动康复护理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作为案例，从中选出 80 例进行对比，按照不同护理措施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前者 40 例采用的是常

规护理，后者 40 例患者采用的是双心+运动康复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在护理效果中明显发现观

察组的优势，同时在焦虑和抑郁情绪评估中，观察组评价结果低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性（P＜0.05）。结论 
在双心护理和运动康复护理联合护理干预中，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可将心理负面情绪进行缓解，提高其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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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ual-heart nursing plus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case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the latter 4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ouble-
heart +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asures,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effects. Result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found in the nursing effect.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valua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double-
heart nursing and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an relieve their negative mood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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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疾病主要是由于心肌梗死等心脏结

构功能出现改变所导致，会牵连多个器官出现系统性障

碍[1]。心力衰竭通常与心肌病变、心脏负荷过重、心室

前负荷不足等原因有关，属于进展性疾病，由于病因不

能完全根治，患者一般难以康复。但通过积极有效的治

疗，可以延缓疾病进展，提高生活质量，但若治疗不及

时，可能会导致全身各器官损伤和坏死。临床针对该种

疾病通常会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以此抑制心功能出现恶

化，对心脏进行重新构建。而研究发现，心力衰竭与心

情有关系。因为所有的心因、心情因素都会影响人全身

的情况，所以如果心情不好，病人就容易焦虑、烦躁等，

这些都会引起病人心衰，也就是说心情不好容易引起

心衰。慢性心力衰竭疾病并无根治方法，只能够依靠治

疗和护理方式延缓病情发展[2]。研究分析得知，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会相应产生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在治疗中

会对效果产生影响，所以加强情绪管理，可有效提升临

床治疗效果[3]。在此护理基础上添加运动康复护理，可

改善心血管类疾病对于运动的耐力，增强身体素质的同

时，促进临床治疗和护理工作的展开，提高临床治疗效

果[4]。基于此，本文通过对 80 例患者实施双心+运动康

复护理干预，分析其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中以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作为实验对象，从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

一年间选出 80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对比，按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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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护理措施将患者分成两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实

施的是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是采用双心+运动康复

联合护理，前者中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范围是

51-73 岁，均龄（62.03±5.37）岁，病程 1-5 年，平均

（3.02±1.34）年，后者中男性共计 23 例，女性共计 17
例，年龄区间在 52-75 岁，均龄（63.51±5.48）岁，病

程 2-7 年，平均病程（4.51±1.52）年，两组资料中并未

出现差异性（P＞0.05），可对比。 
1.2 方法 
常规护理（对照组）：本组中护理人员需向患者介

绍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并且在治疗期

间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随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避

免出现异常现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指导患者进行

有氧运动，同时开展健康教育。 
双心+运动康复护理（观察组）：双心护理中，主

要是对患者心理护理进行加强，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的

同时，向其发放用药指导手册，告知患者正确用药方式

以及相关不良反应，耐心回答患者用药疑惑，让患者主

动表达自身不适感，鼓励患者治疗，帮助患者树立信心，

对其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同时评估患者心理状态，针对

患者不同心理情绪实施护理干预，让其保持乐观心态，

引导患者说出自身感受、想法，排解患者情绪，介绍相

关病例，加强患者治疗信心。 
运动康复护理中，可将患者按照 NYHA 进行分级，

根据不同级别制定适量运动计划，例如将 II 级患者按

照早间、晚间进行上楼梯运动，在患者病情恢复较为理

想的情况下，评估患者病情，按照不同等级对其实施针

对性护理干预。可以进行运动类型：一般在病情稳定的

情况下，心功能在 1、2 级的患者可以游泳，人体胸腔

在压力作用下，会增强肺部功能，对心力衰竭患者有帮

助，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游泳，避免快游；骑自行

车可以锻炼腿部肌肉，使血液回流到心脏，有助于增强

心力衰竭患者心脏的泵血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应适

当骑自行车，避免速度过快造成呼吸短促；打太极拳时

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在此期间需要全神贯注，不能受外

界干扰，调整呼吸节奏，放松心情；康复期主要是进行

有氧训练，而且以患者不出现胸闷气短乏力为宜，循序

渐进，平时的话可以进行慢走、散步过渡。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通过 3 维度评价方式，将

患者护理效果分成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评价标准是

患者负性情绪评价结果正常，心功能指标在正常范围之

内，有效则是患者心理情绪得到缓解，心功能指标基本

恢复正常，无效是患者心理负性情绪评价数值偏高，心

功能并未好转。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情绪，采用的是焦虑、抑郁量表

进行统计，根据数值评分分析护理效果，分值越高患者

心理负面情绪越加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所有资料和数据均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和计数资料分别是（均数±标准差）、

t 检验和百分比（%）、χ2检验，P＜0.05 视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效果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比

较有差异（P＜0.05）。 
2.2 对比患者心状态变化 
在心理负面情绪对比结果中，观察组明显数值低于

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详情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33（82.50） 6（15.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9（72.50） 4（10.00） 7（17.50） 33（82.50） 

χ2 值     5.000 

P 值     0.025 

表 2  两组患者心状态变化对比（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观察组 40 10.21±2.39 13.05±3.17 

对照组 40 18.96±4.27 22.07±5.19 

t 值  11.309 9.380 

P 值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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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在临床中有着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并且预后效果相对较差，患者易发生负面情绪，对

治疗失去信心，从而影响患者正常生活[5]。患者会在疾

病中受到长期折磨，忍受相应的痛苦，在缺少陪伴的情

况下，产生负面情绪，并且该种负面情绪会诱发患者血

压、心率等异常变化，从而增加患者心律失常风险[6]。

所以对患者实施治疗期间，同样应对其进行护理干预，

减少患者心理和生理等影响，提高心肺功能的同时，减

少心室重构现象，对患者实施联合护理（双心+运动康

复护理）可平复患者心理变化[7]。以患者自我情感进行

介入，改善患者心理情绪，为其提供针对性护理服务，

并通过专业的护理知识对疾病和心理进行同等干预，使

得护理服务更加全面和具体[8]。运动护理则是可在患者

身体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制定针对性运动计划，让患者

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提高免疫力，联合护理干预措施，

可有效提高患者身体和心理情况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

从而保障护理措施的有效性，增加患者满意度的同时，

提高护患关系[9]。但对于慢性心衰患者应根据心力衰竭

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是否进行运动以及应该进行多少运

动。如果是心力衰竭的急性发作期或病情不稳定，则患

者应卧床休息，不要暂时运动，这样可以减轻心脏的负

担，有利于心脏功能的恢复。一旦心脏功能得到改善，

患者应逐渐增加运动量，以防止因卧床休息而引起的

深静脉血栓形成。在联合护理中，让患者认识到疾病的

危害性，积极参与治疗，建立治疗信心，调动患者治疗

积极性的同时，让其认识疾病相关知识，提升自我管理

效率[10]。日常生活中应积极控制原发病，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预防心力衰竭的发生。 
综上所述，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实施联合护理，可

减少心功能异常现象发展，提升运动耐受力，减少负面

情绪的影响，将治疗效果进行提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延续患者寿命，所以该种联合护理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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