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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危重症患者应用主动脉球囊反搏术的护理干预作用 

周 倩 

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分析冠心病危重症病人在接受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期间，为其提供相关护理干预所体现的效果。

方法 纳入本院收治冠心病危重症患者共 30 例并全部开展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时段 2019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全部入组对象划分两组，各组纳入 15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从相

关临床指标、术后并发症情况、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 从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时间、重症监护时间、血管活性

药物使用时长、住院时长得知，观察组相比对照组减少幅度更为显著（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其并发症总

发生率降低幅度更显著，护理总满意率提升幅度更显著（P＜0.05）。结论 冠心病危重症病人在接受主动脉球囊

反搏术期间采取综合护理干预能加快术后恢复，降低并发症风险，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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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effect of using 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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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uring 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0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included in a hospital and all of them underwent 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3. 
Al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1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Related clinical indexe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uration of intra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 intensive care, vasoactive drug use and hospital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 in critical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accelera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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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危重症患者对生命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目

前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是临床治疗冠心病危重症患者的

一项重要措施，可以使微循环得到有效调节，减少死亡

现象[1]。但是这一治疗方法也伴随着较多的并发症，许

多患者在术后常出现球囊导管移位、感染、出血等现象
[2]。同时一些患者术后还可发生躁动，对相关治疗工作

的正常开展造成严重影响[3]。因此对接受主动脉球囊反

搏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还有必要提供更加合理有效

的护理干预措施[4]。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冠心病危重

症病人在接受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期间为其提供相关护

理干预所体现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本院收治冠心病危重症患者共 30例并全部开

展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时段 2019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全部入组对象划分两组，各组纳入 15 例。对照组

男性、女性分别 9 例、6 例；集中于 51 至 75 岁年龄

段，平均（62.49±6.37）岁；起病到入院时长 4 至 1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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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平均（10.26±2.36）小时。观察组男性、女性分别

10例、5例；集中于50至77岁年龄段，平均（62.63±6.25）
岁；起病到入院时长 3 至 17 小时，平均（10.39±2.21）
小时。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可知，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 
1.2 方法 
全体入组对象全部开展主动脉球囊反搏术，从股

动脉采取经皮穿刺，将球囊导管放置在降主动脉。护理

人员做好患者心电监护，密切监测是否存在异常波动，

如果心电信号不理想，转为压力触发模式。导管中心腔

实施冲洗，使用肝素水，每 1 小时冲洗 1 次。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护理人员上岗前需接受相关

培训，完全熟练并正确使用主动脉球囊相关检测技术，

做好对患者病情的监测。了解最佳心电图导联，治疗过

程中可连接一个“R”波向上 ECG 导联。做好患者心理

状态的评估，给予相应的心理疏导。同时进行基础健康

知识宣讲，讲解疾病和手术治疗相关知识，纠正认知。 
观察组为综合护理干预。 
（1）主动脉球囊反搏术后指导患者采取正确体

位，应尽量卧床休养，根据情况让患者躺在气垫床上，

指导患者保持半卧或者平卧姿势。为了确保患者状态

平稳，避免发生导管移位或者弯折等现象，可根据情况

通过约束带将患者进行固定，每间隔一段时间帮助患

者翻身变换体位，采取轴向翻身，在多人配合下进行翻

身，翻身过程中需要做好对导管固定的保护以及穿刺

侧肢体的保护。指导家属定时按摩患者骶尾部和足部。 
（2）做好患者术后监测，尤其注意对血压、心率

等指标变化详细统计相关数值，定时进行凝血指标观

察，每间隔 2～4 小时进行一次凝血指标监测，结合监

测情况对肝素使用量进行调整，始终确保患者凝血时

间是正常值的 1.5~2 倍。同时注意检查患者有无出血现

象，仔细观察穿刺部位有无血肿、牙龈出血或血尿等现

象，发现异常情况后需第一时间上报医生。除此之外，

做好对足背动脉监测，明确足背动脉搏动部位，每间隔

半小时对搏动状态进行一次监测和记录。注意观察皮

肤颜色和温度变化，当出现搏动减弱、皮肤温度下降、

颜色发白的现象，需立即向医生报告。 
（3）积极预防术后感染，医护人员在执行相关操

作时都应该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如果穿刺处有血液或

者引流液渗出现象，应快速更换新的敷料，让穿刺处保

持干燥状态。进行药物敏感试验，选择敏感抗生素进行

治疗。 
1.3 观察指标 
（1）由护士详细统计两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包

括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时间、重症监护时间、血管活性药

物使用时长、住院时长。 
（2）由护士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包括

球囊导管移位、感染、出血等。 
（3）由护士通过我院自制满意度问卷表对两组患

者护理工作满意度开展调查，主要评价内容涵盖了护

患沟通、服务态度、应急情况处置、并发症预防、病房

环境等方面，问卷采取的是百分制，并划分成特别满

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标准，分值相应为 80 至 100
分、60 至 79 分、60 分以下；特别满意率、基本满意

率总和也就是总满意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用（ x ±s）表示，采用 t 对组间数据进

行检验，用[n(%)]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对组间数据进

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 
在相关临床指标方面，观察组相较对照组其减少

幅度更加显著（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 
对比球囊导管移位、感染、出血等并发症情况，观

察组较对照组，其总发生率降低幅度更显著（P＜

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 x ±s） 

组别 例数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时间（h） 重症监护时间（h）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长（h） 住院时长（d） 

对照组 15 42.39±5.47 45.39±8.47 41.65±6.47 10.39±2.17 

观察组 15 38.39±4.39 39.69±6.48 36.29±5.28 8.36±1.59 

χ2  2.209 2.070 2.486 2.923 

P  0.036 0.048 0.019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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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n(%)] 

组别 例数 球囊导管移位 感染 出血 总发生率 

对照组 15 1（6.67） 1（6.67） 1（6.67） 3（20.00） 

观察组 15 1（6.67） 0（0.00） 1（6.67） 1（6.67） 

χ2     7.688 

P     0.006 

 
2.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特别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人数分别有 9

例、3 例、3 例；观察组特别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人数分别有 10 例、4 例、1 例。总满意率对比，观察

组 93.33%（14/15）与对照组 80.00%（12/15）相比较

其有更显著的提升，两组统计学有显著差异（χ2=7.688，
P=0.006）。 

3 讨论 
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是一种在冠心病危重症救治中

大面积使用的治疗手段，能够有效减轻心肌缺氧缺血

症状，调节微循环，提高患者生存率[5-6]。但是主动脉

球囊反搏术后患者也面临着较高的并发症风险。因此

做好对此类患者的护理干预也尤为重要[7]。 
本次研究结果看出，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时间、重

症监护时间、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长、住院时长方面，

观察组较对照组显著减少；同时观察组球囊导管移位、

感染、出血等并发症总发生率较对照组显著下降；除此

之外，观察组护理总满意率对照组显著提升。结果也证

明了主动脉球囊反搏术治疗冠心病危重症并配合综合

护理干预，对术后恢复有促进作用，可减少并发症发

生，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分析原因是：综合护理干预

在术后指导患者采取正确体位，做好感染预防以及病

情监测工作，协助患者翻身和按摩，做好对凝血指标、

心率、血压、足背搏动监测，及时发现异常现象并进行

处理，减少并发症发生，更快促进术后康复，患者病情

得到改善，因此也对护理工作更加满意[8-9]。 
综上所述，将综合护理干预应用在主动脉球囊反

搏术治疗冠心病危重症期间，对促进术后恢复、减少并

发症有积极作用，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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