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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effects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rrhythmia. Methods: 58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rrhythmia treated in the author’s hospital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group	and	high-quality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high-quality group was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hospital stay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The good group had bette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shorter hospital stay after intervention, and the 
value	comparison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rrhythmia are remarkable and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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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及效果。方法：选取近三年笔者所在医院救治老年冠心病心
律失常患者58例为对象，根据干预方案不同均分为常规组和优质组，常规组为常规护理，优质组为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护
理效果。结果：两组干预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及住院时间进行对比，优质组干预后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更好，住院时间
更短，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0.05）。结论：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及效果显著，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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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冠心病患者极易出现心律失常，形成合并病症，病发时，

患者的心肌出现缺血，会诱发窦性心律失常、异位性心律失

常和传导障碍等，严重威胁着患者生命安全，需重视；冠心

病心律失常在老年人群中较多见，老年患者情绪波动较大，

护理质量非常重要，呈正比关联性，如何选择干预方案成为

新问题 [1-3]。为探讨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实施优质护理

服务的方法及效果，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选取近三年笔者所在医院救治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

者 58 例为对象，根据干预方案不同均分为常规组和优质组，

每组 29 例，其中，常规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2 例，年龄

处在 61~75 岁，均值（67.59±1.15）岁，病程处在 2~12 年，

均值（5.39±0.42）年；优质组中男性 18 例，女性 11 例，

年龄处在62~77岁，均值（67.62±1.12）岁，病程处在2~13年，

均值（5.41±0.41）年；年龄资料、性别资料和病程资料对

比无意义（P ＞ 0.05）。

纳入标准：①各项症状符合冠心病心律失常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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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精神疾病者；②免疫功能异常者。

2.2 方法
常规组为常规护理，对患者的各项指标密切观察，做

好记录，做好卫生护理和日常护理工作，依据医嘱，监督患

者用药，一旦发现患者病情出现异常，及时上报和处理。

优质组为优质护理，措施 [4-5]：①组建护理小组，对小

组成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确保其合格后，方可为患者提供服

务；查阅相关资料，掌握患者病况，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

根据每一位患者实际情况，可提供吸氧，确保患者心肌充分

供氧，降低心率失常产生概率，加强监护，发现异常，及时

上报和处理。②评估患者心态变化，发现负面情绪，形成“一

对一”疏导，消除负面情绪，详细告知病因、危害及治疗等

知识，提升自信心，能积极面对病变。③与患者家属沟通，

让家属知晓自身的重要性，能与医护人员一起，为患者提供

优质服务，让患者感受到家人关爱，积极配合治疗。④根据

医嘱和患者个人爱好，制定营养和健康饮食计划；高胆固醇

和难消化食物避免食用；遵循多餐少食原则，水果和蔬菜多

食，确保维生素摄入充足；针对胃肠功能较差者，多食用红

薯、芹菜等食物。

2.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①两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抑郁情绪，采用抑郁情绪评

估表进行评估，分数在 0~100 分，评估所得分数越高，表

明所评估者表现出来的抑郁情绪越轻，评估所得分数越低，

说明评估者表现出来的抑郁情绪越严重。

②运用焦虑情绪评估表对两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焦虑

情绪系统评估，分数在 0~100 分，评估所得分数越高，表

明所评估者表现出来的焦虑情绪越轻，评估所得分数越低，

说明评估者表现出来的焦虑情绪越严重。

③疗效判定标准：经过治疗和干预，患者表现出来的

头晕、心悸等症状完全消失或明显好转，生活质量恢复至正

常水准，为显效；经过治疗和干预，患者表现出来的头晕、

心悸等症状未消失，稍微好转，生活质量有所恢复，为有效；

经过治疗和干预，患者表现出来的头晕、心悸等症状未见好

转，生活质量未见恢复，部分患者甚至出现恶化，为无效；

总有效率 =（总例数 - 无效例数）/ 总例数 ×100%。

2.4 统计分析
将数据输入 SPSS20.0 中进行系统分析，抑郁情绪、焦

虑情绪及住院时间用（x±s）表示，用 t 检验，疗效用 n/%

进行表示，用 χ2 检验，P ＜ 0.05，数据存在比较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干预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及住院时间
两组干预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及住院时间进行对比，

优质组干预后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更好，住院时间更短，数

值比较存在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及住院时间（x±s）

组别 抑郁情绪（分） 焦虑情绪（分） 住院时间（天）

优质组（n=29） 92.57±1.32 92.85±1.26 11.53±1.85

常规组（n=29） 78.62±1.52 78.98±1.47 22.87±2.13

t 值 8.526 9.575 7.958

P 值 ＜ 0.05 ＜ 0.05 ＜ 0.05

3.2 两组疗效比较
两组疗效比较，优质组总有效率更高，数值比较存在

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优质组 29 19（65.52） 8（27.59） 2（6.90） 27（93.10）

常规组 29 15（51.72） 7（24.14） 7（24.14） 22（75.86）

χ2 值 7.856

P 值 ＜ 0.05

4 讨论

心律失常为冠心病患者常见并发症，冠心病作为中国

常见慢性疾病，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较高，男性患者较多，

近年来，有着年轻化的趋势，需重视，及时做好预防工作；

形成冠心病的原因较多，常见因素有血脂异常、超重、高血

压、吸烟及糖尿病等，患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负面影响，会

造成冠状动脉病变，使得心肌细胞供血不足，缺血缺氧而坏

死，最终形成冠心病；因冠心病不能根治，需长期使用药物

进行病情控制，一旦未能控制好，随着病情恶化，会让患者

心脏电传导系统产生异常，心脏出现不规则跳动，过慢跳动

或过快跳动，最终形成冠心病心律失常；随着中国冠心病患

者人数逐年增加，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人数也明显增加，在

对患者病况进行确诊后，需及时对症治疗，控制病情，避免

危及生命安全 [6-8]。

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对疾病了解不足，加之受到

疾病的影响，极易产生焦虑及抑郁等情绪，会降低治疗依从

性，不利于治疗操作和预后，护理质量在此时显得极为关键；

以往常规护理虽然拥有一定效果，但是整体作用不佳；优质

护理作为新型干预模式，主要依据患者的治疗流程，为患者

提供全程的优质护理服务，所有操作围绕在患者周边，促进

患者身体康复，缩短治疗时间，早日出院 [9-10]。

论文通过对比常规护理与优质护理对老年冠心病心律

失常患者的应用效果，结果为：①优质组干预后抑郁情绪、

焦虑情绪及住院时间为（92.57±1.32）分、（92.85±1.26）

分和（11.53±1.85）天，常规组干预后抑郁情绪、焦虑情

绪及住院时间为（78.62±1.52）分、（78.98±1.47）分和

（22.87±2.13）天，组间数值对比，优质组干预后抑郁情

绪和焦虑情绪更好，住院时间更短，数值比较存在意义 

（P ＜ 0.05）；与王慧慧等 [11] 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上述

两种干预方案均有一定作用，优质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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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②优质组中显效例数19例，有效例数8例，无效例数2例，

总有效率 93.10%，常规组中显效例数 15 例，有效例数 7 例，

无效例数 7 例，总有效率 75.86%，优质组总有效率更高，

数值比较存在意义（P ＜ 0.05）；与李丽君等 [12] 研究结果 

一致，表明在治疗效果方面对比，优质护理患者的康复效果

更好，运用价值更高。

综上所述，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

务的方法及效果非常好，能改善心理状况，促进患者身体康

复，提高疗效，缩短住院时间，选用方案时，值得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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