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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连续护理在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某院2020年3

月-2021年3月收治的阵发性房颤患者110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5例。所有患者均采取射频

消融术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连续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后的综合效果评估情况、生活质

量情况、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在综合效果评估方面,观察组生活习惯好94.55%、服药依从性好83.64%、

国际标准化比值控制好79.18%,分别高于对照组的56.36%、45.45%、43.64%,出血事件1.82%,低于对照组

的21.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生活质量方面,观察组心理功能(66.34±6.67)分、躯体功能

(62.35±6.28)分、社会功能(66.84±6.78)分、生活状态(60.26±6.18)分,分别高于对照组的(52.32±5.16)

分、(50.10±5.36)分、(58.62±5.61)分、(50.05±5.2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满意度方

面,观察组的总满意率为94.55%,高于对照组的74.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阵发性房颤

患者行射频消融术治疗后,采用连续护理的方法,能够使患者各方面情况均得到明显改善,可以减少出血

事件,提高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护理应用效果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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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0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who 

were treated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5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receive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nursing.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evalua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Results: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effect evaluation, the living habi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4.55% ,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83.64%, and th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control was 79.18%,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56.36%, 45.45%, and 43.64%, respectively, and bleeding events were 1.82%, lower than 

21.8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the 

psychological function was 66.34 ± 6.67 points, physical function was 62.35 ± 6.28 points, social function was 

66.84 ± 6.78 points, and life status was 60.26 ± 6.18 poi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52.32 ± 5.16 points, 50.10 ± 5.36 points, 58.62 ± 5.61 points, 50.05 ± 5.27 poin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In term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5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4.55%,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continuous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ll aspects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reduce bleeding 

events,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is very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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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症状,患者发病后容易发生心

悸、头晕、胸闷、心排量下降等症状,严重时还可发生血栓栓塞

导致病情加重[1]。阵发性房颤是最为严重的心房电活动紊乱,

也是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都

有很大的威胁。目前可以采用射频消融术治疗阵发性房颤,效果

比较理想,不过患者需要在术后使用抗凝及抗心律失常药物,因

此对相应的护理配合有较高的要求[2]。常规护理当中主要是以

疾病本身为切入点,很多护理环节都比较粗略,相互之间衔接不

够紧密。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护理的衔接性和连续性,以保证

更好的护理效果[3]。基于此,本文选取某院2020年3月-2021年3

月收治的阵发性房颤患者110例,研究了连续护理在阵发性房颤

射频消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某院2020年3月-2021年3月收治的阵发性房颤患者11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5例。在对照组患者中,性别

为男性29例、女性26例,年龄为最小46岁、最大76岁,平均(61.03

±3.41)岁,病程为最短1年、最长6年,平均(3.05±1.14)年；在

观察组患者中,性别为男性28例、女性27例,年龄为最小45岁、

最大75岁,平均(61.01±3.42)岁,病程为最短2年、最长7年,平

均(3.12±1.08)年。在上述指标方面两组患者进行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均符合阵发性房颤的诊断标准,能够正常进行语

言交流,对本研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患者,对抗凝、抗心律失常

药物过敏或不耐受的患者,合并精神疾病的患者。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入院后完善检查,掌握患者病情情况,

最好术前准备。向患者简单介绍疾病知识和手术知识,术后叮嘱

患者按时用药,监测患者症状及体征变化。 

1.2.2观察组 

观察组采取连续护理。从患者入院即开始护理,在入院后到

手术前,由护士带领患者熟悉医院环境,认识相关科室及工作人

员,将患者的陌生感消除,让患者对医院环境尽快熟悉,从而减

少不良的心理情绪。在引导患者的过程中,护士应当有目的性的

询问患者基本情况信息,对患者的状态加以掌握。很多患者由于

对疾病知识和手术知识缺乏认识,所以容易错误的评估自身情

况,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对治疗的信心不足,因此不

愿意配合。对于这种情况,护士要开展有效的心理护理,了解患

者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帮助患者改善心

理情绪。可以列举治疗成功的案例,让患者建立信心。术前采取

相应药物治疗,使患者基本状况得到稳定,以较好的身心状态接

受手术。在术后护理中,要保证患者卧床休息时间充足。待情况

稳定之后,再指导患者开展床上活动,并逐渐过渡到下床活动。注

意控制活动量,不要过于剧烈,要注意劳逸结合、循序渐进。术

后要随时询问患者的主观感受,如果有不适的情况,及时帮助患

者解决,对患者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在不影响患者休息的情况

下,可在病房内播放视频、音乐,为患者提供合适的娱乐项目等,

使患者的注意力得到转移,心理情绪得到改善。在出院后,仍要

保证护理的连续性,出院时向患者开展一次详细的健康指导,并

发放健康手册,叮嘱患者各方面注意事项。出院之后定期电话随

访,询问患者恢复情况,是否有不适症状,同时解答患者的疑问,

为患者提供科学的康复指导,叮嘱患者遵医嘱正确用药,按时到

院复查。 

1.3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综合效果评估情况、生活质量情况、护

理满意度情况。在综合效果评估方面,选取指标包括出血事件、

生活习惯好、服药依从性好、国际标准化比值好,其中,出血事

件是指出血伴血红蛋白降低5g/dl以上或颅内出血,国际标准化

比值好指的是控制在2.0-3.0之间。生活质量采用SF-36量表评

价,选取指标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生活状态,每项

100分,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

评价,总分100分,80-100分为非常满意,60-79分为满意,60分以

下为不满意。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

分别用均数±标准差和数或率表示。采用t检验和x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在综合效果评估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综合效果评估方面,观察组生活习惯好94.55%、服药依从

性好83.64%、国际标准化比值控制好79.18%,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56.36%、45.45%、43.64%,出血事件1.82%,低于对照组的21.8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在综合效果评估方面两组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出血事件 生活习惯好 服药依从性好 国际标准化比值好

观察组 55 1(1.82) 52(94.55) 46(83.64) 43(79.18)

对照组 55 12(21.82) 31(56.36) 25(45.45) 24(43.64)

x2 8.723 19.634 15.890 12.371

P 0.003 0.000 0.000 0.000
 

2.2在生活质量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生活质量方面,观察组心理功能(66.34±6.67)分、躯体

功能(62.35±6.28)分、社会功能(66.84±6.78)分、生活状态

(60.26±6.18)分,分别高于对照组的(52.32±5.16)分、(50.10

±5.36)分、(58.62±5.61)分、(50.05±5.27)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3在护理满意度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的总满意率为94.55%,高于对照

组的74.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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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生活质量方面两组的对比(±s)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分)

躯体功能

(分)

社会功能

(分)

生活状态

(分)

观察组 55 66.34±6.67 62.35±6.28 66.84±6.78 60.26±6.18

对照组 55 52.32±5.16 50.10±5.36 58.62±5.61 50.05±5.27

t 12.330 11.003 6.927 9.323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两组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55 24(43.64) 28(50.91) 3(5.45) 52(94.55)

对照组 55 19(34.55) 22(40.00) 14(25.45) 41(74.55)

x2 0.611 0.917 6.958 6.958

P 0.434 0.338 0.008 0.008
 

3 讨论 

在各类心脏疾病当中,阵发性房颤有着较高的发生率,患者

发病后会出现惊慌、胸闷、心悸等症状表现[4]。严重时可能会

发生体循环动脉栓塞、脑栓塞等症状,严重威胁了患者的身体健

康与生命安全。在此类疾病的治疗当中,射频消融术的应用效果

十分理想,能够取得比较确切的疗效,使患者症状和病情得到缓

解[5]。不过,患者在手术完成后病情并不会完全康复,仍然需要

一系列的后续治疗及修养才能康复。而患者出院后在家期间的

自我护理行为及管理能力,对于后续康复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

这种情况,为了保证患者的护理需求得到满足,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提出和运用连续护理的方案,在临床护理中具有更强的实

用性和有效性[6]。与传统护理模式相比较,连续护理能够持续更

长的护理时间,在患者入院之后即开始护理,直到患者出院回家

后护理仍不间断。通过对患者整个疾病治疗和转归过程的连续

护理,将医院护理有效的向家庭延伸,使患者出院后在家期间也

能保证良好的自我管理水平,帮助患者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对于

身体康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7]。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果评估方面,观察组生活习惯

好、服药依从性好、国际标准化比值控制好等指标均高于对照

组,出血事件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

可见,采取连续护理能够帮助患者更显著的改善生活习惯,提高

服药依从性,将国际标准化比值控制在更为理想的水平,同时减

少了出血事件的发生,对患者康复有较大的作用。在生活质量方

面,观察组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生活状态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通过开展连续护

理,兼顾了患者各个方面的需求,使其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患

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对于自身康复也有积极的影响。在护理

满意度方面,观察组的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由此可见,连续护理能让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更为

满意,有助于改善护患关系,提高医院声誉,在提高护理效果的

同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社会价值[8]。 

综上所述,在阵发性房颤患者行射频消融术治疗后,采用连

续护理的方法,能够使患者各方面情况均得到明显改善,可以减

少出血事件,提高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护理应用效果十分理

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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