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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康复护理对慢性心衰患者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龙 梅，邱光秀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贵州兴义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在慢性心衰护理中应用运动康复护理的效果以及对患者心功能、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研究对象 94 例，本次研究以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为导向，需根据患者的就医先后

顺序分组为对照组、观察组，分别在其护理中实施常规护理、运动康复护理，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 首先

于护理后评估比较两组患者的心功能，具体指标包括左心室短轴缩短率（FS）、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

舒张末期内径（LVEDD），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各项心功能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

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慢性心衰患者实施运动康复护理有助于改善心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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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nurs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patients' cardia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A total of 94 cases were selected. 
Guided by improving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the study wa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patients' medical treatment. Routine nursing and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were respectively implemented in their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irstly, the cardiac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after nursing, the 
specific indicators included left ventricular short axis shortening rate (FS),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LVED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P < 0.05). Meanwhile, life quality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s helpful to improve heart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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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力衰竭是心内科常见病，一般是因冠心病、高

血压等引起，病程较长，会使患者出现长期性的乏力、

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老年人是主要发病群体。随着

慢性心衰患者的持续发展，患者心功能将会持续下降，

对机体的损害比较严重，在临床治疗时应重视给予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据悉常规护理模式已经有所不足，

整体护理效果相对不足，基于此当前应重视优化护理

干预，提高护理针对性、科学性。基于慢性心衰的临

床特点，应以改善心功能为主，运动康复护理便是比

较适合慢性心衰患者的护理模式，在其应用下可借助

适当的锻炼改善心功能，对此在以下研究中便简单探

析了运动康复护理在慢性心衰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纳入研究对象 94 例，均符合慢性心衰诊

断条件，在 2011 年～2022 年期间在我院心内科就医，

已经对其基本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确认符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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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参与条件。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分组，最终将 94 例患

者分配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47 例，例如在对照组

中，包括 26 例男性和 21 例女性，年龄 49~73 岁，平

均（62.05±4.46）岁，病程 5 个月～4 年，平均（2.1
±0.3）年；在观察组内男女比例 29∶18，年龄介于

47~75 岁，平均（63.52±5.04）岁，病程 4 个月～4 年，

平均（2.2±0.5）年。对比分析后确认两组研究对象并

无一般资料上的明显差异（P＞0.05）。纳入条件：①

患者符合慢性心衰诊断标准；②意识清晰，可无障碍

交流；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④家属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条件：①患者合并严重脏器疾病；②存在

严重精神障碍；③中途退出研究。 
1.2 方法 
（1）对照组 
在本组继续实施常规护理，需了解患者基本情况

后采取对症护理，如病情监护、生活指导等。 
（2）观察组 
在本组需实施运动康复护理。 
①入院护理：待患者入院时，应全面了解患者基

本情况，带领患者遵循医嘱做基本检查，尤其需进行

心功能检查，形成患者的个人病历档案，同时护理人

员应积极与患者、家属交流，拉近护患关系，便于后

续护理工作可高质量化实施。 
②心理疏导：慢性心衰病程较长，很多患者长期

受到呼吸困难、乏力等症状影响，将可能形成负面情

绪，而且负面情绪容易给患者的临床治疗工作形成不

利影响。基于此，在本次运动康复护理模式下，护理

人员应重视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并评估其心理状态，

逐步引导患者倾诉内心不良情绪，而且可随着给予适

当的心理疏导。例如对于比较焦虑的患者，可使用简

单易懂的语言向患者介绍慢性心衰的病因、临床症状、

治疗方法、日常生活注意事项，还应向患者阐述良好

心理状态的必要性、重要性，使其可在思想意识上提

高重视度；再如对于比较担忧、抑郁的患者，可向患

者介绍康复案例，并配合应用视频、图片等多样化形

式进行疏导，促使患者改善不良情绪。 
③运动康复护理：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制定

运动康复护理规划。如在入院 1～2d 时，可指导、协

助患者在病床上进行被动锻炼，如练习翻身、活动肢

体、关节等，每日 2 次，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预防

下肢静脉血栓；住院第 3d 时，指导患者从被动锻炼转

变为自己主动锻炼，如在护理人员或家属陪同下下床

活动，主要选择简单动作，如坐下、站立、室内走动

等，每次 10min 左右即可；随着患者心功能的改善，

可逐步基于以上锻炼内容增加爬楼梯、颈肩部活动等。 
④依据心功能分级的护理干预：应全面评估组内

患者心功能等级，并根据其心功能等级分别实施针对

性干预。例如对于处于Ⅰ~Ⅱ级的患者，可每日进行 2
次室内步行训练，护理人员或家属从旁陪同，每次步

行 500m 最优即可，而且可指导患者自行到卫生间排

便；对于Ⅲ级心功能的患者，可在住院期间指导患者

在早期便进行康复锻炼，如选择下床站立、坐下、移

步等锻炼内容，每日 3～5 次，每次 5～10min；再如对

于Ⅳ级患者，其心功能相对较差，应保持绝对卧床，

护理人员需对其进行创伤被动锻炼，每日可适当活动

肢体，其他洗脸、刷牙等日常活动均应于床上完成。

此外，在对不同心功能等级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时，应

定期评估其心功能，根据心功能的恢复情况合理调整

护理措施。 
1.3 观察指标 
（1）心功能分析 
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护理干预，并在护

理后评估其左心室短轴缩短率（FS）、左室射血分数

（LV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等指标。 
（2）生活质量 
选用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命质量问卷（MLHFQ）

评估护理后的生活质量情况，涉及疲乏、睡眠、情绪

等多个方面，最高 100 分，分值越低越优。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期间的统计学处理均使用 SPSS21.0 进行，使

用（x±s）表示计量资料，通过“t”检验；对于计数

资料，可通过“%”表示，由“χ2”进行检验，对于符

合正态性分析，且数据间存在明显统计学意义的情况

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心功能分析 
护理后评估比较了两组患者的 FS、LVEF 及

LVEDD 等指标，如表 1 可见观察组以上指标更优（P
＜0.05）。 

2.2 生活质量分析 
经 MLHFQ 评分的评估结果看，观察组各项生活

质量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慢性心衰是目前常见心血管疾病，患者会因病情

持续影响而损伤心功能，对日常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较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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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功能比较（x±s） 

组别 例数 FS（%） LVEF（%） LVEDD（mm） 

观察组 47 32.51±3.25 53.62±5.17 46.32±5.05 

对照组 47 27.51±3.17 48.27±5.71 50.58±5.17 

t 值  7.417 4.717 3.988 

P 值  ＜0.05 ＜0.05 ＜0.05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MLHFQ 评分 

观察组 47 38.21±3.52 

对照组 47 45.14±4.14 

t 值  8.041 

P 值  ＜0.05 

 
慢性心衰的形成以及对心功能的损伤是一个长期

过程，短期的住院治疗无法达到良好疗效，对此需为

患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护理干预，使其可在日常生活中

加强锻炼，持续改善心功能。 
本次研究中探析了运动康复护理在慢性心衰护理

中的应用价值。相比常规护理模式，运动康复护理在

慢性心衰护理中更加有针对性，可基于常规护理实施，

能够帮助患者改善心功能。据临床研究显示，科学合

理的运动有助于恢复免疫力、增强心功能。很多慢性

心衰患者日常生活中缺乏锻炼，身体机能持续下降，

对其实施运动康复护理能够依据患者个体化病情制定

护理规划，整个护理过程贯彻落实；“以患者为中心”

理念，而且还可根据患者的具体心功能分级采取针对

性护理，在提高护理针对性的前提下提高了护理有效

性，这对改善患者心功能有重要帮助[5]。如表 1 所示可

见，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FS、LVEF、LVEDD 等心功能

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 
在运动康复护理的具体实施中，不仅注重运动康

复指导，还加入了科学合理的入院护理、心理疏导及

健康教育，立足患者角度考虑到其心理状态不佳，必

然存在负面情绪，因此给相关临床护理工作提出了较

高要求，常规护理中缺乏心理护理 。而在运动康复护

理模式下，非常关注这一点，积极对患者实施心理疏

导，可有效稳定其负面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并提高

依从性，方便运动康复护理顺利实施，再如表 2 所示

可见，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经本次研究的综合分析看，运动康复护理实施下

可提高护理针对性、有效性，有助于慢性心衰患者改

善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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