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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运动康复护理对老年慢性心衰(CHF)患者的实际影响,通过观察其在改善心肺功能

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为临床护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2023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我院

接收的76例老年慢性心衰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双盲法,将这些患者均匀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含38例。对照组接受传统的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融入运动康复护理。结果：经过一段时间

的精心护理,观察组的患者在6分钟步行测试(6MWT)中的表现以及生活质量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

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高度显著性(P＜0.05),充分证明了运动康复护理的有效性。结论：针对老年慢性

心衰患者实施运动康复护理,不仅能够显著增强其心肺功能,还能有效提升其生活质量。这一护理模式不

仅符合现代康复理念,更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康复效果,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与应用,为老年慢性

心衰患者的康复之路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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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clinical nursing by observing its effect on 

improving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7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3 to Octo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These patients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double-blind method, with 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Results: After a period of careful care, the performanc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6-minute walking test (6MW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hich 

fully 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onclusion: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ir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is nursing model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modern rehabilitation 

concept, but also shows excellent rehabilitation effect in practice, which is worthy of widesprea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brings new hope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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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老年慢性心衰(CHF),这一由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心脏

瓣膜病等多种心脏疾患所诱发的心脏泵血功能衰退综合征,正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日益凸显其严峻性。心脏的自然

衰老,加之各种疾病的侵扰,使得老年患者成为CHF的高风险群

体。CHF不仅剥夺了患者自由活动的权利,更以呼吸困难等症状

严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面对这一挑战,运动

康复护理干预犹如一股清流,为老年CHF患者的护理带来了新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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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理念,深入探究运动康复护理在老年

CHF患者护理中的卓越效果,旨在为更多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我院收治的76例老年慢

性心衰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双盲法,将这些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8例。对照组中,男女患者比例为20:18,

平均年龄为(64.41±3.31)岁；观察组中,男女患者比例为21:17,

平均年龄为(64.43±3.30)岁。经过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确保了研究的可比性和科学性。 

1.2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 

(1)日常生命体征监测：对照组的老年慢性心衰患者接受了

定期且严格的生命体征监测。这一环节涵盖了心率、血压、呼

吸频率以及体温等关键指标的测量。通过持续监测这些生命体

征,医护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心衰加重的临床表现,如呼吸困难、

水肿等。一旦发现异常,医护人员会立即调整治疗方案,以确保

患者的稳定状态。这种监测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病情变化,还为

后续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2)饮食与饮水控制：在饮食

方面,对照组患者被严格控制日饮水量,以避免体液积聚而加重

心脏负担。同时,医护人员还指导患者采用低钠饮食,减少钠盐

的摄入。这一措施有助于降低水肿的风险,维护患者的心脏健

康。通过合理的饮食控制,患者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

减轻心脏的负担。(3)用药护理：在用药方面,对照组患者依据

医嘱接受了利尿剂、ACE抑制剂或ARB、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治

疗。这些药物在治疗心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改善患者的症

状和预后。医护人员在治疗过程中定期评估药物疗效及潜在副

作用,确保患者安全、有效地使用药物。通过密切的用药监测和

调整,患者能够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治疗效果。 

观察组：行运动康复护理 

(1)全面体检与病情记录：为确保运动康复护理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观察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前,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医

护人员详细记录了患者的心功能分级、伴随疾病以及当前的身

体状况。这些详尽的数据为后续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提供了

坚实的科学依据,确保了运动康复护理的精准实施。(2)疾病教

育与指导：为了提高患者对运动康复护理的认知和接受度,观察

组特别注重疾病教育与指导。医护人员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

向患者详细讲解了心衰的病理生理特点、治疗原则以及运动康

复的重要性。他们强调,运动康复不仅能够促进心脏功能的恢复,

还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这种教育指导,患者逐渐认

识到运动康复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康复过程中

来。(3)运动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根据患者的心功能分级和身体

状况,观察组为患者量身定制了运动计划。对于心功能Ⅱ级的患

者,建议从入院后的第1~5天开始,先进行强度较低的伸展运动,

每天持续10分钟,然后逐步过渡到室内步行运动,每次距离控制

在500米。对于心功能Ⅲ级的患者,考虑到其运动耐受性相对较

差,医护人员适当减少了运动距离和强度,重点放在持续性低强

度的运动上,如慢步行。而对于心功能Ⅳ级的患者,则需在医护

人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极度温和的活动,如床边坐立、肢体轻柔

操等。这种科学合理的运动方案,既确保了患者在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康复训练,又充分考虑了患者的个体差异和康复需求。(4)

监测与调整：在运动康复过程中,观察组医护人员密切监测患者

的心率、血压、呼吸等生命体征,确保运动干预的安全性。同时,

他们根据患者的体能变化和康复情况,及时调整运动计划和强

度。这种动态的监测与调整机制,不仅保证了运动康复护理的有

效性,还避免了因运动过度或不足而带来的潜在风险。每次运动

后,医护人员都会详细记录患者的反应和进展,为后续的康复计

划提供有力支持。(5)持续评估与家庭指导：运动康复不应仅限

于医院内。在患者出院后,观察组医护人员继续提供持续的跟踪

评估和指导。他们为患者制定了家庭运动计划,并指导家属如何

协助患者进行日常运动。这种家庭指导不仅确保了运动干预的

持续性和有效性,还增强了患者及其家属的自我护理能力。同时,

医护人员定期回访患者,了解其在家的康复情况,并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康复方案,从而进一步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心功能。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通过设定特定观察指标,评估了运动康复护理在老

年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观察指标与评估方法： 

(1)6MWT：采用6分钟步行距离试验,测定患者的步行距离,

以此评价心肺功能。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6MWT距离显著高于

对照组,表明运动康复护理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心肺功能12。(2)

生活质量：使用生活质量量表(MLWHFQ)评估,涵盖症状、情感、

体征、生活方式等方面,分值越低生活质量越高。研究发现,观

察组生活质量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运动康复护理能

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1.4数据处理 

通过SPSS 26.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计量资

料用(±s)表示,当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护理前后6MWT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6MWT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组间护理前后6MWT对比(±s,m)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8 333.76±25.49 410.88±35.29

对照组 38 333.68±25.51 386.76±35.30

T值 0.013 2.978

P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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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组间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分,±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前 护理前 护理前

症状 情感 体征 生活方式

护理后 护理后 护理后 护理后

观察组 38
70.90±

3.68

56.14±

3.01

46.42±

3.31

34.21

±2.33

68.22

±2.02

47.79

±2.48

69.54

±3.57

52.33±

3.01

对照组 38
70.91±

3.69

60.89±

3.05

46.43±

3.30

38.18

±2.34

68.23

±2.03

50.84

±2.50

69.55

±3.59

55.89±

2.79

t值 0.011 6.833 0.013 7.411 0.021 5.339 0.012 5.347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老年慢性心衰患者,由于心脏泵血功能的逐渐减弱,常常面

临一系列的症状挑战,如活动后气促、乏力以及心慌等。这些症

状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更因其伴随的多种慢性疾

病而使得治疗与护理工作变得尤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运动

康复护理干预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逐渐在老年慢性心衰

患者的治疗与管理中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运动康复护理干预的核心在于,它并非简单地让患者进行

运动,而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运动计划,有针对性地改善患者的

心肺功能。对于老年慢性心衰患者而言,这种干预方式不仅能够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心衰急性加重的

风险。运动康复护理注重个体化运动方案的制定,充分考虑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身体状况,从而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运动类型、强

度和频率。这种个性化的护理方案,确保了运动干预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使患者在享受运动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能避免潜

在的风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经过运动康复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

在6MWT(6分钟步行距离试验)和生活质量水平各项指标上均优

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充分

说明了运动康复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的显著

效果。 

分析原因,运动康复护理干预通过系统的心肺功能评估和

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心肺耐力和运动能力。

这使得患者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够行走更远的距离,从而改善了

其心肺功能。同时,运动康复护理还注重患者的心理支持和生活

质量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护理模式,不仅改善了患者的身体状况,

更在精神层面上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 

综上所述,运动康复护理在老年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它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提高生活质

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心衰急性加重的风险。因此,建议临

床广泛采纳这种护理模式,为更多的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带来福

音。未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护理理念的不断更新,运

动康复护理在老年慢性心衰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

和深入。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运动康复护理将成为老年慢

性心衰患者治疗与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他们的健康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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