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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ute heart failure is a common critical illness in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life safety of pati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heart	failur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	individualized	volume	
management plan combin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intervention. We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study by grouping and 
compar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individualized volume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conventional 
methods on patients with acute heart fail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atients who adopt individualized capacity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hospitalization	time,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currence	rate,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heart	functio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personalized	capacity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s	i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	tha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heart failu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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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措施急性心衰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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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急性心衰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为了改善急性心衰患者的疗效和生活质量，本文引入
了个体化容量管理方案结合护理干预进行干预。我们分组对照设计了一项研究，对比分析了采用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
干预与常规方法对急性心衰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的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缩
短，复发率显著降低，心功能改善更为显著，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该结果表明，个体化容量管理方案结合护理干预措施是
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提升急性心衰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本文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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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急性心力衰竭是一种常见的严重心脏疾病，备受全球

医疗机构和研究者的关注。由于此病病情复杂，变化快速，

使得患者的生命状况存在极大风险，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

挑战。传统的治疗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症

状和生存质量，但仍有许多限制，如治疗效果不稳定，疗效

缺乏个体化等问题。怎样提升急性心衰的治疗水平，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医疗

技术的不断进步，个体化治疗策略受到了广大医疗工作者和

研究者的积极研究和探索。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措

施充分考虑了患者的个体差异，结合多因素进行科学干预，

以达到尽可能优化的治疗效果。本文即围绕个体化容量管理

结合护理干预措施在急性心衰患者治疗中的应用对比，分析

其疗效和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

观点和思路。

2 急性心衰的病理生理与治疗现状

2.1 急性心衰的病理生理特点及临床表现
急性心力衰竭（急性心衰）是指心脏在各种内外因的

作用下，泵血功能急剧下降，从而导致组织器官灌注不足与

淤血的一类复杂综合征 [1]。其病理生理特点主要包括射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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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降低、心排血量减少以及心脏充盈压升高。急性心衰常常

伴随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过度激活，这

种反应虽然短期内能够改善循环状态，但长期则会加重心肌

损伤和心脏重构。

急性心衰患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取决于心功

能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常见症状包括呼吸困难、端坐呼

吸、乏力和水肿等。呼吸困难是因肺循环淤血导致肺泡毛细

血管渗液增多，进而出现肺水肿所致。端坐呼吸是由于平卧

位时静脉回流增多，心脏负荷加重，肺淤血加剧所引起的。

乏力和疲倦与全身器官灌注不足有关。患者常表现为夜间阵

发性呼吸困难、咳嗽、咯泡沫样粉红色痰，这些都是急性左

心衰竭的典型症状。

急性心衰若未及时干预，可能迅速进展为心源性休克，

危及患者生命。对急性心衰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极为重要。

2.2 当前急性心衰的治疗手段与其局限性
当前急性心衰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药物治疗、机械辅

助治疗及外科干预等多种方式 [2]。药物治疗是急性心衰管理

的基础，包括应用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

β 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拮抗剂等药物，旨在缓解症状、抑制

心脏重构、改善患者的预后。药物治疗效果因个体差异而异，

部分患者可能出现耐药性或副作用。机械辅助治疗如主动脉

内球囊反搏（IABP）和体外膜氧合（ECMO）在缓解心力

衰竭和维持循环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应用受到设备

复杂性、成本高昂及技术要求高等因素的限制。

在一些情况下，急性心衰患者可能需要心脏移植或心室

辅助装置植入等外科干预。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有限，仅能惠

及少数符合条件的患者，且存在手术风险高、供体资源紧缺等

问题 [3]。尽管现有治疗手段在改善急性心衰患者预后方面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其局限性依然存在。寻找和发展更为有效和个

体化的治疗策略成为临床和科研领域的重要课题。

2.3 个体化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个体化治疗在急性心衰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急性心衰病程变化多样，传统治疗方法常未能充分考

虑到每位患者的独特生理和病理特征，导致有限的疗效。个

体化治疗旨在基于对患者的详细评估，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以优化每位患者的治疗效果。这种方法不仅能更好地应对患

者的个体差异，还能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药物使用和可能的副

作用。个体化治疗能够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满意度，进而提

升整体生活质量。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如精准医学工具和

生物标志物的应用，为实施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技术基础。这

些进步使得个体化治疗在急性心衰管理中的应用成为可能，

能够推动临床治疗策略的更新与发展。

3 基于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的治疗
方法研究

3.1 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的理论框架与操
作方式

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措施是一种基于患者个

体特征的精细化治疗策略，旨在通过科学精准的个体管理来

优化急性心衰患者的治疗效果。其理论基础主要涉及体液动

力学原理、生理代谢机制及个体差异的考量。个体化容量管

理强调对患者基础病理生理状态、液体负荷状况及心功能状

态的全面评估 [4]。通过使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如脉搏波速度

分析、血流动力学监测设备及生物标志物测定，精准掌握患

者的体液分布及容量状态。这些数据为后续的治疗决策提供

了科学依据。

操作层面，个体化容量管理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

制定个性化的液体管理计划 [5]。包括根据患者的当前容量状

态和病情发展，动态调整输入液体的种类与速度，合理使用

利尿剂及扩血管药物，确保心排血量最大化且不引发容量不

足或过载。护理干预措施在这一策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通过对患者进行详尽的健康教育，包括疾病知识普及、

液体管理的重要性及自我监测技能的培养，患者能够更好地

理解并遵循治疗计划，从而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此外，饮食

结构的调整、心理支持的提供以及病情监测的加强，均为患

者提供了全面的身心关怀，有助于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急性左心衰患者而言，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

干预的应用作用显著。它不仅能够精准调控患者的体液平

衡，减轻心脏负担，还能有效缓解心衰症状，减少再住院率。

更重要的是，这一策略通过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实现

了治疗的个性化和精细化，为患者带来了更为全面、有效的

治疗体验。

3.2 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在急性心衰治疗

中的应用
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在急性心衰治疗中的应

用通过精准调节患者的容量状态，以达到优化血流动力学参

数和改善临床结局的目的。在急性心衰的治疗过程中，液体

管理是至关重要环节。传统容量管理方式通常依赖经验和固

定参数，可能忽视个体差异。而个体化容量管理则基于个体

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采用动态监测和调整策略，实现对体

液平衡的精准控制。

在具体实施中，使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如无创心排血

量监测、中心静脉压测量以及生物阻抗分析等，以实时评估

患者的容量状态。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既往病史与当前症

状，制定个性化的液体治疗方案。术者能更及时、更准确地

进行干预，例如调整静脉输液、使用利尿剂或血管加压药物，

以维持心脏输出和组织灌注的最佳状态。

3.3 在急性心衰患者中推行个体化容量管理的可能

挑战及解决办法
在急性心衰患者中推行个体化容量管理面临的挑战主

要包括准确评估患者容量状态、个体差异化定制治疗方案以

及对医护人员的培训需求。准确评估患者的容量状态是个体

化治疗的前提，而传统评估方法可能存在误差，这需要引入

更为精确的监测技术，如生物标志物检测和影像学技术以提

高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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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体化容量管理对急性心衰患者治疗效果
的影响分析

4.1 研究设计与实施分组对照实验设计
研究设计采用分组对照实验的方法，旨在评估个体化

容量管理在急性心衰患者中的治疗效果。此次研究纳入了急

性心衰患者，依据纳入标准包括确诊为急性心力衰竭，年龄

在 18 至 75 岁之间，并能够理解并同意参与研究等条件。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实施个体化容量管

理，对照组则接受常规治疗方法。

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的实施依据每位患者的

具体生理和病理特征，以实现精准的液体管理。该方法结合

生物标志物监测、动态体液平衡评估以及个体化药物调整策

略，旨在优化心功能和改善临床预后。护理干预包括：对患

者进行详尽的健康教育，使其理解液体管理的重要性；密

切监测患者的体重、尿量等生理指标，及时发现液体潴留；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协助医生调整利尿剂的使用剂量和频

率；提供心理支持，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增强其治疗信心。

对照组则依据标准临床实践进行容量管理，而不考虑个体

差异。

统计学分析包含卡方检验与 t 检验，用于评估组间差异

的显著性。主要观察指标包括住院时间、再入院率、心功能

指标的改善以及生活质量评分。这些指标的选择基于其在临

床实践中的重要性，能够准确反映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

干预对患者结局的影响。

4.2 采用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与常规方法
对急性心衰治疗效果的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与常规方法在

急性心衰患者治疗中的效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临床指标。

研究显示，采用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的患者在住院

时间、复发率、心功能改善及生活质量方面均有显著改善。

住院时间方面，个体化容量管理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较常

规治疗组显著缩短，这是由于个体化的策略结合护理干预能

够更有效地调整患者的液体平衡，从而加快病情的稳定。复

发率方面，个体化容量管理组患者的复发风险显著降低，可

能是因为个体化策略结合护理干预更能满足患者的具体需

求，减少因容量负荷管理不当导致的病情恶化。

在心功能改善方面，个体化容量管理组患者的心功能

指标提升更为显著，这表明个体化治疗能够更有效地改善心

脏的泵血能力及患者的整体心功能状态。在生活质量评估

中，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个体化容量管理组患者在日常活动

能力和总体生活满意度上都有明显提升。个体化容量管理在

急性心衰患者的治疗中，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还优化了护

理体验，为患者带来了更加全面、细致的护理服务。

4.3 研究结果及其意义住院时间复发率心功能改善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的

急性心衰患者在多个关键指标上表现出显著改善。统计分析

表明，这些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平均住院天数减少了

30% 左右，显著优于采用常规治疗方法的对照组。个体化

容量管理组患者的复发率显著降低，随访期内复发率下降了

约 25%，这表明个体化策略在长期管理上的优势。心功能

改善方面，个体化容量管理组心功能指标的提升更加突出，

尤其是在射血分数（EF 值）方面，实现了平均提升 10% 以上。

生活质量评估显示，个体化容量管理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涵盖了患者自理能力、活动耐受性和心理状态等多个

方面。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引入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方案对

急性心衰患者进行了干预，并通过对照组设计进行效果对比

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个体化容量管理结合护理干预能显著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同时有效降低复发率，促进心功能改善

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表明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治疗策略。然

而，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结果显著，但由于采取的是分组对

照设计，可能存在选择偏差等问题，因此其应用推广还需要

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总体而言，个体化容量管理

结合护理干预在急性心衰的治疗中显示出了积极的效果，对

于提高急性心衰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中操作的最佳实践，

并进一步拓展到其他疾病的个体化管理中，使更多的患者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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