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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心内科常见的疾病 , 是

多种心脏疾病发展至终末期表现的复杂综

合征 , 以心脏结构和 ( 或 ) 功能受损引起心

脏舒缩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 , 具有极高的疾

病致残致死率。

研究表明 , 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因身体机

能衰退 , 且多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

性疾病 , 预后质量普遍较青壮年患者差。早

期诊断及规范化治疗是降低老年慢性心衰

患者致残致死率的关键 , 目前国内医院护理

工作仍停留在住院期间照护 , 出院后常无法

维持有效护理干预 , 患者病情易反复再次住

院 , 严重影响其预后质量，因此做好老年慢

性心衰的日常养护至关重要。

养护原则

遵循个体化原则，动态评估患者伴随

疾病的变化及相应合并用药的调整情况；

定期监测和评估患者认知和肝肾功能及电

解质，药物选择及辅助装置使用应权衡利

弊，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养护要点

避免感染  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很容易由

于感染其他疾病而引发心衰症以及加剧心

衰症状的表现，因此要尽量避免其他疾病

感染状况的发生。对于一些身体较弱或者

年纪过高的老年患者，当出现感冒发烧等

症状时需要及时进行治疗，避免继发感染

的出现。同时也需要预防流行疾病的感染，

出门时需要佩戴口罩，尽量不前往人群密

集区域，家人出现感染症状时需要及时进

行隔离。

遵循医嘱坚持用药  临床上常用利尿、

强心等基础药物治疗慢性心衰，但老年人

心功能降低，顺应性较差，基础药物的疗

效并不理想。厄贝沙坦对血管紧张素 II 有

抑制作用，抑制血管收缩和醛固酮的释放，

起到降压效果。美托洛尔是临床上较为有

效的抗心衰药物，它可选择性阻断 β1 受

体，能阻断儿茶酚胺的产生，降低患者心

率和收缩压水平，改善心肌的耗氧量，减

轻心肌损伤，同时有效控制钠水潴留，起

到减小心脏负担的作用。若其病情有变化，

应及时就诊，不要自行改变药物治疗方案，

以免发生严重的后果。

运动锻炼  运动能提升患者的身体素质

和心肺功能，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以

及慢性心衰对身体的影响，因此在选取运

动锻炼方式时应当以适当为原则可以依据

NYHA 心功能分级对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制定

运动康复训练计划（NYHAI 级：日常活动不

受限制；NYHA Ⅱ级：体力活动轻度受限制；

NYHAⅢ级：体力活动明显受限制；NYHAⅣ级：

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对于 NYHA Ⅱ级

患者，可进行四肢屈伸、弯腰等运动，逐渐

过渡到漫步行走，后续根据患者的承受能

力可增加短时、轻便的体育运动如打太极、

爬山、骑自行车等运动。对于NYHAⅢ级患者，

初期应尽量卧床休息，在床上行被动运动，

如搓手、坐床上抬腿等，后续逐渐过到床

边站立、扶床行走，运动持续时间以患者

能承受为宜。对于 NYHA Ⅳ级患者，初期绝

对卧床休息，待临床症状缓解后，可在床

上行被动锻炼，活动肢体关节。卧床时无

明显临床症状后，协助其翻身、自行洗漱，

进食、上厕所等。

合理饮食  老年心衰患者通常有胃肠道

水肿、肝淤血、腹水，抑制了心衰患者的

饥饿感。另外胃肠道水肿还会导致胃肠蠕

动减慢，从而导致纳差和便秘。饮食方案

应以“清淡、易消化吸收”为总原则，鼓

励患者低盐低脂饮食，少食多餐，多食高

蛋白，富含纤维素、维生素的食物。注意

科学烹调食物和合理搭配，如患者使用利

尿剂时加食富含钾的食物，如柑桔、香蕉、

苹果、豆类、马铃薯等，改善患者营养状况。

监测体重 体液滞留是导致老年心衰患

者病情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可

以通过患者体重增减反映出来。建议患者

每天早上排尿后进行体重测量，如果短时

间内体重明显增加，比如在一周的时间内

增加了 3~4kg，那么不管患者有没有出现

其他不适症状，都应当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自 我 监 测告知患者如果出现了疲惫

加重、运动力下降、静息心率增加大于

15 ～ 20 次 / 分、活动后气急加重、水肿 ( 尤

其下肢 ) 再现或加重、体质量增加等情况，

很可能提示病情加重，需要及时就诊。

心理抚慰  很多老年慢性心衰患者由于

行动受限，因此对生活缺乏信心，对于这类

患者而言，需要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和心理上

的关心，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急救措施  若患者发生呼吸困难、严重

气短、突发喘憋、吐泡沫样痰、面色青紫、

不能平卧或端坐呼吸等症状，提示急性心

衰的可能，应立即休息并寻求亲友帮助，

或立即呼叫急救系统，尽快到医院就诊。

若患者临床症状无明显变化，但出现双下

肢水肿，可尝试增加口服利尿剂。自行调

整 3~5 天后如病情无明显好转，亦应去医

院就诊。

冠心病作为一种较为严重的心脏疾病，

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造成心脏供血动

脉狭窄、供血不足，从而诱发的心肌缺血缺

氧或心肌坏死。此类疾病目前无法完全治

愈，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冠心病有哪些治

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冠

心病？

冠心病的基本分类

冠心病主要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隐

匿型、心绞痛型、心肌梗死型、心力衰竭型

和猝死型，其中心绞痛型最为常见，而心肌

梗死型与猝死型的症状最为危重。

确诊冠心病要做哪些检查

血常规检查  对患者进行血糖以及胆固

醇水平等指标的检查，从而明确冠心病的危

险因素。

超声心电图  通过该类检查，可以观察

心室运动是否有异常现象出现，能帮助诊断

并排查其他心脏病。

影像学检查  包括冠脉 CTA 与胸主动脉

增强 CT 扫描等，可以直观地了解患者的心

脏结构、病变部位以及狭窄情况等。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  这是诊断冠状动脉

狭窄的最直接方法，可以精确狭窄位置，从

而快速确定后续的治疗目标。

冠心病的药物治疗

对于冠心病的药物治疗，主要以改善缺

血、减轻症状类药物与预防心肌梗死、改善

预后药物为主，具体包括：

硝酸甘油  此类药物是冠心病患者的常

备药，当出现突发性的心绞痛时，可给予舌

下含服 1 片，若未缓解则在五分钟后再次重

复以上步骤，给药 3 片仍未缓解则需立刻送

往医院救治。

阿司匹林  该类药物是治疗冠心病的常

用药物，阿司匹林具有降低心肌梗死与心血

管性死亡发生风险的显著优势。一般为饭前

服用，若患者对阿司匹林不耐受，也可选用

其他抗血小板药。

他汀类药物  此类药物同样是冠心病患者

的常用药，具有延缓斑块进展、稳定斑块及抗

炎等作用，能有效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选择性 β1 受体阻滞剂  主要代表药物

为美托洛尔，此类药物不仅能减缓心率、降

低血压从而减少心肌耗氧量、预防心绞痛的

发作，还有逆转心肌重构的功效。但需要注

意的是，若患者出现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心

肌缺血情况时，禁用该类药物，宜选用钙通

道阻滞剂。

ACEI 当患者患有冠心病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心力衰竭等疾病时，应选用 ACEI

进行治疗。

冠心病的手术治疗

若患者在使用药物治疗后其症状仍未改

善，此时就应该考虑进行手术治疗，从而减

轻心脏血管的狭窄，保障心脏的供血充足。

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 作为一种微创手

术，该类方式具有创口小、损伤小的优点，

是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的主要方法，由经导

管扩张狭窄的冠状动脉，改善心肌供血。手

术方法是通过穿刺血管，使导管在血管中前

行，到达冠状动脉开口处，再用特殊的传送

系统将支架置入需要安放的位置，最后放置

支架、撤出导管。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若患者无法进行冠

状动脉血管成形术，也可选择作为外科手术

的心脏搭桥术。通过寻找一根血管绕过狭窄

处，将血输送至远端。此类手术多用于严重

冠状动脉狭窄或左心室功能不全的患者。

冠心病的中医治疗

活血化瘀法 该类方法适用于血瘀，冠

心病与血瘀有较为密切的关联，采用活血化

瘀类药物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帮助其更

快康复。

宣痹通阳法 该方法是基于张仲景对于

心痛的治疗方法所创，主要适用于冠心病的

痰湿上乘，胸阳不振的患者。

芳香通温法 这种方法与患者体内的寒

热有着一定的关系。传统中医认为，如果血

遇到热的话就会通，此种方式在冠心病的治

疗方面能起到止痛的效果。

调整脾胃法 除了传统的治疗方法，中

医还认为，想要治疗冠心病，就必须要补足

中气，这样方可达到一定的缓解效果。

冠心病的预防

忌烟少酒  预防心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病，

戒烟是关键，不仅自己要做到不抽烟，还要

尽量远离烟味大的场所。同时，长期过量饮

酒或偶尔大量饮酒都会严重影响健康，因此

在生活中能不饮酒就不用饮酒，就算饮酒也

要注意适量。

规范饮食  每天食用新鲜蔬菜与水果，

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同时还应在烹饪中减

少包括食盐或酱油的添加量，保持健康的饮

食习惯。

进行适量运动 可在空闲时间做做有氧

运动，或与家人朋友打打球，散散步，保证

每日的运动量。

保持充足睡眠  每日保持 7~8 小时的充

足睡眠时间，并在睡前保持良好的心情，

避免情绪不佳而对睡眠质量造成一定的负

面影响。

血压管理  定期监测血压，血压控制目

标＜ 130/80mmHg，一旦出现异常立即前往

医院检查。

注意防寒保暖  调节情绪，保持心理平

衡，避免出现心动过速的情况。

其实，对于冠心病患者，没有最好的治

疗方法，只有最适合的，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才能帮助患者

更快恢复健康、回归正常的生活。对于未患冠

心病的人，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

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

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根据医嘱积极地配合治

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冠心病的发病概

率，最大程度地保障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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