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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病毒性心肌炎伴心律失常患儿中应用效果分析
王丽娟

（河南省郑州儿童医院 郑州 450000）

摘要：目的：分析优质护理在病毒性心肌炎伴心律失常患儿中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2011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86 例病毒性心肌炎伴心律失常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行优质护理，观察两组护

理效果及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 结果：观察组症状时间和 SAS 评分均较对照组低，家属疾病认知度和患儿生活质量评分较对

照组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病毒性

心律失常心肌炎患儿给予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促进患儿病情改善，增强家属疾病知识，促进患儿生活质量提高。

关键词：病毒性心肌炎；心律失常；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72%%%%%%%%%%%%%%%%%%%%%%%%%%%%%%%%%%%%文献标识码：B%%%%%%%%%%%%%%%%%%%%%%%doi:10.13638/j.issn.1671-4040.2017.02.100

病毒性心肌炎是最常见的感染性心肌炎，主要
由埃可病毒及柯萨病毒引发，可直接侵害心肌和微
小血管，诱发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严重威胁患儿的
身体健康[1~2]。 目前，临床针对心肌炎并发心律失常
患儿治疗多结合临床护理干预，通过护理可有效缓
解临床症状，稳定心率，提高患儿生存质量。 本研究
旨在探讨优质护理在心律失常心肌炎患儿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 现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1年 8月 ~2016年 8月我
院收治的 86例病毒性心肌炎伴心律失常患儿，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3例。 对照组男女比例
25∶18；年龄 3~11岁，平均年龄（7.83±2.14）岁；病
程 3~10%d， 平均（6.53±2.27）d。 观察组男女比例
24∶19；年龄 4~12岁，平均年龄（8.09±2.31）岁；病
程 4~11%d，平均（7.95±2.62）d。纳入标准：结合血细
胞、心肌酶谱、血沉、心电图和 X线片检查已确诊；
既往无心律失常病史；患儿家属能与医护人员有效
沟通，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已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审批。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包括监测患儿
生命体征，吸氧，饮食、用药指导和排便护理。 观察
组行优质护理：（1）制定计划：制定患儿临床治疗基
础资料表和详细的护理干预计划表，并依表实行护
理干预。（2）环境维护：保持病房适宜温湿度，张贴
童趣图画，定期清洁、消毒、通风，勤换被褥、床单，维
持良好的生活环境。（3）健康宣教：对家属进行针对
性健康宣教，包括疾病知识、影响因素、注意事项、用
药规范、卫生清洁和保健知识，提高疾病认知水平。
（4）心理护理：对患儿，加强沟通，以温柔的态度询问
疑惑，缓解其烦躁、害怕情绪，可播放动画片转移注
意力；对家属，告知病情改善情况、治疗措施、护理内
容和并发症，消除盲目担忧，缓解焦虑，并鼓励家属

协助对进行患儿心理安慰。（5）出院指导：指导合理
饮食搭配；叮嘱家属做好患儿保暖，避免感冒引发的
气道感染；遵医服药，定期复查，预留主治医师和责
任护士联系方式，以便随时咨询疾病相关问题。
1.3%%%%观察和评定指标[3]%%%%%观察两组患儿症状时间、
心理状态、 家属疾病认知度和患儿生活质量。 以焦
虑评分量表（SAS）和生活质量评定量表（SF-36）进
行评估症状和生活质量，SAS总分 80分，与疗效反
比，生活质量总分 100分，与疗效正比；家属满意度
（包括医护人员是否按时服务、叮嘱病情、住院注意
事项、日常知识讲解、方案调整、巡视、卫生等项目），
分为不满意、基本满意、很满意，总满意 =（基本满
意＋很满意）。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采用 SPSS%20.0统计软
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行 t检验；计数
以百分比表示，行 字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统计
意义。
2%%%%结果
2.1%%%%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对照组症状时间、SAS评
分较观察组高， 家属疾病认知度和患儿生活质量评
分较观察组低，P＜0.05，差异具统计意义。 见表 1。

表 1%%%%两组护理各项指标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 对照
组家属满意度明显低于观察组，字2=5.107% 9，P＜
0.05，差异具统计意义。 见表 2。

表 2%%%%两组家属服务满意率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组别 n 不满意 基本满意 很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观察组

43
43

9（20.93）
2（4.65）*

15（34.88）
17（39.53）

19（44.19）
24（55.81）

34（79.07）
41（95.35）*

组别 n 症状时间
（d）

SAS评分
（分）

家属疾病认知度
（分）

患儿生活质量
（分）

对照组
观察组

43
43

8.79±3.15
4.36±2.09*

53.29±2.75
36.13±2.64*

79.23±3.81
%%%95.13±3.66*

70.83±4.35
%89.6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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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病毒性心肌炎前期症状为发热、腹痛、腹泻和全

身乏力，随着病情加重诱发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和
水肿，严重者可引发心力衰竭及心律失常，威胁患儿
生命安全，需给予及时治疗和护理，控制病情发展，
提高生存质量[4~5]。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和健康意
识的增强，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也随之增加，
传统护理已无法满足当前医疗服务需求。 优质护理
是指将常规护理具体化和个性化的护理手段，弥补
以往仅注重表面护理的缺点，通过全面、整体的护理
方式，促进患儿健康。 本组研究中，观察组患儿经优
质护理干预后， 症状时间和 SAS评分均较对照组
低，生活质量和家属对疾病知识水平较对照组高，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优质护
理干预能有效促进患儿病情改善，提高家属疾病知
识及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与其他文献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6]。

本组研究所采取的优质护理包括环境维护、健
康宣教、心理护理和出院指导四个方面。 其中，环境
护理是指定期维护病房卫生，减少环境因素对疾病
治疗的影响；健康宣教主要针对患儿家属，其作为患

儿监护人，需及时增强疾病知识和健康意识，宣教内
容可涉及疾病知识、预防重点、患儿心理情绪的维护
等多方面，家属对疾病的不了解可影响自身情绪，影
响患儿，应树立家长的榜样作用，为患儿取得良好的
社会支持力量[7~8]；出院指导包括避免感冒、加强营
养，达到预防感染、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综上所述，对
病毒性心肌炎伴心律失常患儿实行有效优质护理干
预能有效改善患儿病情， 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及家属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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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ICU基础护理流程在创建优质护理服务中的作用
赵岩

（河南省南阳市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 473000）

摘要：目的：探究优化 ICU 基础护理流程在创建优质护理服务中的作用。 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2 月收治的
144 例 ICU 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常规流程组和优化流程组。 常规流程组 72 例采用常规 ICU 基础护理流程；优化流程组 72
例采用优化 ICU 基础护理流程。 比较两组患者对 ICU 病房护理质量的满意度；护理人员专科操作能力、专科知识能力、服务意识、

文书管理能力；ICU 患者死亡率。 结果：优化流程组患者对 ICU 病房护理质量的满意度比常规流程组高，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优化流程组护理人员专科操作能力、专科知识能力、服务意识、文书管理能力比常规流程组好，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优

化流程组 ICU 患者死亡率比常规流程组低，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优化 ICU 基础护理流程在创建优质护理服务中的
作用确切，可有效提高护理人员服务意识和专科知识能力、操作能力，提高文书管理能力和患者满意度，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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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是医院救治重症患者的重要场所， 患者病
情复杂，并发症发生风险和死亡风险高，护理工作中
风险多，容易出现护患纠纷，需及时采取有效护理方
法，优化 ICU基础护理流程，以改善患者病情，预防
风险的发生[1]。 本研究探讨了优化 ICU基础护理流
程在创建优质护理服务中的作用。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年 6月 ~2016年 2
月收治的 144例 ICU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常

规流程组和优化流程组，每组 72例。 常规流程组男
42 例，女 30 例，年龄 23~75 岁，年龄平均（46.14±
5.66）岁。 优化流程组男 43例，女 29例，年龄 22~75
岁，年龄平均（46.35±5.15）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常规流程组采用常规 ICU基础护
理流程。 优化流程组采用优化 ICU基础护理流程：
（1）护理人员培训：加强对护理人员理论水平和操作
技术培训，遵循“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同时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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