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5 4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加 州阮触m BIO m 闻诵妇碑 2以犯 V o l
.

6 N o
.

9

147 例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护理干预效应
刘 映辉 贺春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只助肠

摘要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慢性心力衰竭 (CHF)伴抑郁患者相关性的影响
。

方法 : 对 147 例 此类患者生存质童
,

疾病康复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

采取各种方式干预
、

评佑
。

结果 : Q F 伴抑郁严重影响患者长期生存质童
,

增加再住院率和死亡率
。

结论 : 长

期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教育和康复训练可提升患者的生存质童
。

关健词 : 心力衰竭 ;抑郁 ;护理探究

中图分类号田473
.

5 文献表识码 : A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l开 )患者
,

由于病程长
、

反复住院
、

生活质量下降
,

社会功能减少
,

常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
、

焦虑

等心理障碍等问题月田翻, 研究证明
:

在冠心病
、

心力衰竭患

者中
,

约有 18 %发生重度抑郁
,

而重度抑郁病人有 16 % 一 刀%

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

在躁狂性抑郁病人中
,

一年内发生急性心

肌梗死或死亡的危险增加 2 倍[l. 2 ]
,

心理因素对心力衰竭疾病

康复和长期生存率有着重大影响
,

心理疏导和长期的心理跟
踪教育指导成为心力衰蝎病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

1 临床资料

我科对 2仪刀年 11 月 一 2(X万年 9 月住院 147 例心力衰竭

并确诊伴有抑郁症患者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

147 例病人
,

其中

男性 91 例
,

女性 56 例
,

平均年龄(62
.

7 土 n
.

3) 岁
,

以冠心病
、

心力衰竭最多
,

为 63 例(42
.

7 % )
,

其次高血压 46 例(31
.

5 % )
,

扩张型心肌病 刀 例(14
.

9 % )
,

冠心病心肌梗死 16 例(10
.

9 % )
,

均接受慢性心力衰竭标准治疗
。

2 抑郁对 CH F 的影响

此组病例中 即例(61 % )
,

常反复
、

间歇出现无明显诱因的

突发惊恐或有濒死感
,

发作时常伴有胸闷
、

胸痛
、

气急
、

收缩压

上升
、

心动过速
。

有不同程度的肢体麻木
、

出汗
、

肌肉震颇或

紧张
。

夜间多有失眠
、

喘憋被迫坐起现象
。

心电图检查
:

与人

院时对 比心电一般无进行性
、

特异性改变
,

无缺血性改变
。

多

数病人给予镇静剂可逐渐缓解
,

护理人员和家人长时间的陪

伴和心理安慰
,

可稳定情绪
,

缓解症状
。

抑郁症患者对疾病认知程度较差
,

对治疗和护理不依从
。

尤其是病程长
、

老年的心脏病患者
,

重度抑郁的发病率高于健
康老年人群的 32

.

8 % t3l
,

由于病人生活质量的下降
,

自我情绪

控制能力差
,

社会与家庭实践行为能力下降
,

导致此类 CH F患

者再住院率增加
,

对自己
、

家属和医护人员满意度下降
,

个人

性格改变明显
。

惊恐
、

焦虑发作时
,

心肌细胞电活动极不稳
定

,

是诱发致死性心律失常的一个危险因素[’]
,

Cl妞伴重度抑

郁症的患者应高度引起护理人员的关注和替惕
,

专职护理人

员对其实施长期连续性的护理和治疗
,

可增加病人对护士的

信任度和依从性
。

3 护理干预

3
.

1 对出院病人跟踪随访
147 例患者的档案资料出院后以电子文件形式存入我科

健康咨询中心
,

继续跟踪随访平均 14 个月
,

2 例随访 8 一 10 个

月后失访
。

记录心力衰竭发生的时间
、

年龄
、

性别
、

病因
、

心

率
、

血压
、

外界干扰因素
,

并定期电话预约侧定心脏功能
,

心电

的变化
。

3
.

2 调查方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表
,

自制针对慢性心力

衰竭生存质量调查表
,

采用询问式和 自我填写方法
。

从一般

健康状况(生理状态
、

日常生活能力
、

各种躯体不适 )
,

临床症

状
、

躯体受限情况
、

疾病认知
、

自我评价
、 、

心理方面
、

精神方

面
、

社会功能八个方面进行填写
,

由医师和护士共同评价后
,

制定相应心理
、

生活
、

行为等方面的指导
、

干预和评价
。

3
.

3 采取对策方式

心理疏导
、

松弛训练
、

行为纠正
、

音乐治疗
,

重症抑郁者在
医师指导下

,

给与抗焦虑
、

抑郁药物治疗
,

并跟踪评估疗效
。

3
.

4 随访评价结果
CllF 伴抑郁患者进行长期跟踪教育随访并行护理干预

,

患者自我管理
、

情绪控制能力增强
,

尤其是自我评价和对疾病
认知方面改善明显

。

见表 1

衰 1 入院时与 14 个月后得分率对比
肠山le l the 仪. 1, 阳n , 试 目而面二 出记 the 汉刀n n g 画nte 池 涵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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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指标

疾病认识

自我评价

躯体受限

躯体症状

社会功能

心理精神状态

教育前 教育后

人数(
n
) 百分比(% ) 人数 (

n )

135132勿11289125
.

50 %

,

42 %

.

40 %
.

5 3%

.

班)%

.

79 %

百分比(% )

兑
.

12 %
.

如
.

37 %
.

86
.

肠%
.

76
.

56 %

印
.

2 1%
.

85
.

12 %
.

583858印32肠一05865685叹6848

注
: .

与教育前相比 P < 0.

Not e : C回卿司 诫th 衅
一 以拍d i二 孚认甲

4 结论

CH下伴抑郁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增加病人再住院

率
,

甚至死亡率川
。

对慢性 Cl于患者进行生物
、

生理
、

人际等

多方面的疏导和治疗是防止疾病进展
,

减轻患者痛苦
,

提高生

活质量的关键
。

临床护理此方面经验和教育还不够成熟
,

经

过专业心理培训的护士很少
,

临床护理人员对抑郁焦虑症的

危害性认识有限
,

使得大多数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康复教育
指导

,

这些都是值得护理工作者关注和进一步探讨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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