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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护理中舒适护理干预的效果研究 

陆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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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舒适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心理衰竭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2
月在我院收治的 56 例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28 例）和观察组（28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舒适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后，观察

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都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老年慢性心力

衰竭护理中采用舒适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心功能指标水平，提高护理满意度。为临床护理

此类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护理模式，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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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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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sychological failure. Methods 5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28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2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fort 
care intervention. Compare the levels of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This provides an effective nursing model for such 
patients in clinical nursing,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nursing. 

【Keywords】Elderly; Chronic psychological exhaustion; Comfort care; Effect 
 
慢性心力衰竭是老年人群中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对

于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除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外，护

理干预也至关重要。舒适护理干预旨在从生理、心理、

社会等多方面为患者提供舒适的护理体验，以促进患

者的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1]。本研究旨在探讨舒适护理

干预在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

护理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3 年 6 月-2024 年 2 月在我院收治的老年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58 例，且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心力

衰竭的诊断标准；意识清楚，能配合护理；无合并严重

肝肾功能障碍、恶心肿瘤、精神疾病等其他严重疾病。

随机分为对照组（男 14 例，女 14 例，69.42±4.51 岁），

观察组（男 11 例，女 17 例，68.33±3.76 岁），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药物指导、饮食指导、病情

监测）等，观察组采用舒适护理干预。具体如下： 
（1）环境舒适护理：为患者营造安静、整洁、舒

适、温湿度适宜的病房环境。保持病房内空气清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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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通风换气，调整室内光线和温度，根据患者需求提供

合适的床垫、被褥等，增加患者的生理舒适度。 
（2）心理舒适护理：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由于

长期患病，往往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情绪。护理

人员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了解

其心理状态，给予心理支持和安慰。向患者介绍疾病的

相关知识、治疗方法和预后，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鼓励患者家属多陪伴患者，给予情感支持，共同缓解患

者的心理压力。 
（3）生理舒适护理：根据患者的心功能状况，制

定个性化的休息与活动计划。对于心功能较差的患者，

指导其卧床休息，并协助患者进行翻身、拍背等护理操

作，预防压疮和肺部感染。对于心功能有所改善的患者，

逐渐增加活动量，但要注意避免过度劳累。同时，做好

患者的皮肤护理，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皮肤并发症。

在饮食方面，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和病情，制定低盐、

低脂、易消化且富含营养的饮食方案，控制水分摄入，

避免加重心脏负担，同时保证患者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以增强机体抵抗力。 
（4）社会舒适护理：关注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

帮助患者与病友建立良好的关系，组织病友之间的交

流活动，分享疾病治疗和康复的经验，增强患者的社交

互动。同时，与患者所在社区或居委会联系，为患者出

院后的康复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使患者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提高其社会舒适度。 
1.3 观察指标 
心功能指标水平：对比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

（LVEF、LVEDD）水平，评估心功能改善情况。 
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对

患者进行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分析，观察组心功能指标水平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分析，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都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LVEF LVEDD 

观察组 28 56.93±1.42 50.41±5.25 

对照组 28 50.32±3.45 59.76±6.38 

t - 9.375 5.98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28 17（60.71） 10（35.71） 1（3.57） 27（96.43） 

对照组 28 10（35.71） 14（50） 4（14.29） 24（85.71） 

χ2 - 12.516 4.169 7.065 7.065 

P - 0.001 0.041 0.008 0.008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作为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

在老年人群中呈现出较高的发病率与患病率，严重影

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负担[2]。其发病机制复杂。传统的护理模式往往侧

重于疾病的症状缓解与基础护理操作，随着现代护理

理念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

护理需求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舒适护理干预模式

应运而生，它以患者为中心，强调从多个维度为患者营

造舒适的就医体验，旨在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及满意度，

进而对疾病的治疗与康复产生积极影响[3]。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改善是舒适护理

干预的重要目标之一。环境舒适护理通过维持适宜的

病房温度、湿度和良好的通风条件，减少了患者因环境

不适而产生的应激反应，从而降低了交感神经的兴奋

性，有助于稳定心率和血压，减轻心脏的后负荷，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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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功能的恢复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4]。在生理舒适护

理方面，个性化的休息与活动计划起着关键作用。对于

心功能较差的患者，合理的休息可以减少心肌耗氧量，

而适当的活动，如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循序渐

进的肢体运动和日常活动训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

强心肌收缩力，提高心脏的泵血功能[5]。例如，指导患

者采取半卧位或端坐位，可有效减轻肺部淤血，改善呼

吸困难症状，进而间接改善心脏的功能状态。心理舒适

护理同样不可忽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由于长期患病，

身体不适，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较为常见。这些负面情绪会引起体内神经内

分泌系统的紊乱，如导致儿茶酚胺等激素分泌增加，进

一步加重心脏负担[6]。通过心理舒适护理，医护人员与

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给予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

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和积极的心态，能够调节神

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减少不良情绪对心脏的负面影

响，从而有利于心功能的恢复[7]。 
护理满意度的提高是舒适护理干预成效的直观体

现。舒适护理干预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护

理过程中。从患者入院时到住院期间的各项护理措施

的实施，再到出院时的健康指导和随访安排，医护人员

始终关注患者的舒适感受和个性化需求[8]。在护理过程

中，医护人员与患者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及时了解

患者的需求和意见，并能够迅速做出回应和调整。例如，

对于患者提出的关于治疗方案的疑问，医护人员能够

耐心解答，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进展，增

强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9]。同时，舒适护理干预注

重细节，从患者的生活起居到心理状态的关怀，都让患

者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从而使患者对护理工作

的认可度大幅提升，最终表现为较高的护理满意度[10]。 
综上所述，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护理中采用舒适护

理干预的效果显著，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心功能指标

水平，提高护理满意度。为临床护理此类患者提供了一

种有效的护理模式，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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