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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S̀3

波时限异常与室性心律失常概率的相关性分析

张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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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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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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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风湿免疫科!西安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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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临床免疫科!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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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急性心肌梗死"

"1K

%患者
S̀3

波时限异常与室性心律失常概率的相关性'方法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收治的
"1K

患者
*0

例!依据
S̀3

波时限将这些患者分为
8

组!

"

组"

S̀3

波

时限大于
$)(+?

!

,X$4

%!

[

组"

S̀3

波时限为
$%(

!

$)(+?

!

,X%%

%!以及
!

组"

S̀3

波时限小于
$%(+?

!

,X$0

%'对
8

组患者进

行常规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检查!然后对其
MQON

分级指标(心率变异性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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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患者
%

(

#

"

(

#

[

级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

组和
[

组患者的
%

(

#

"

(

#

[

级发生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

组患者三角指数(超过
*(+?

百分比"

J

NN*(

%(相邻正常
S7S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

S1332

%(

%'/

正常
S7S

间期

的标准差"

32NN

%(连续
*+;<

的
%'/

正常
S7S

间期的标准差"

32"NN

%均显著低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

组

和
[

组患者的三角指数(

J

NN*(

(

S1332

(

32NN

(

32"NN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1K

患者
S̀3

波时限异

常与室性心律失常概率显著相关'

关键词"急性心肌梗死$

!

S̀3

波时限异常$

!

室性心律失常概率$

!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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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年急性心肌梗死$

"1K

&患者会伴有室性心律失常

$

U"

&现象#尤其是通常情况下老年
"1K

患者极易在恶性
U"

的作用下猝死)

$

*

(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在
"1K

患者心电图

研究中#碎裂
S̀3

波$

B̀ S3

&是一个研究热点#

B̀ S3

极易引发

S̀3

波群时限增宽)

%

*

(本研究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

西安医学院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收治的
"1K

患者
*0

例的临床

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
"1K

患者
S̀3

波时限异常与室性

心律失常概率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西安医

学院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收治的
"1K

患者
*0

例#所有患者均符

合
"1K

的相关诊断标准)

8

*

(均为首次发生
"1K

#心电图采集

时间均在
"1K

发生后
)/

至
8.

#均知情同意(将电解质紊

乱'预激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
S̀3

波

时限将这些患者分为
8

组#

"

组$

S̀3

波时限大于
$)(+?

#

,X

$4

&#

[

组$

S̀3

波时限为
$%(

!

$)(+?

#

,X%%

&#以及
!

组

$

S̀3

波时限小于
$%(+?

#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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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中男
$(

例#女
4

例%

年龄
*6

!

0$

岁#平均$

)*&4i*&)

&岁%体质量指数
$6

!

%8

W

,

"

+

%

#平均$

%$&*i$&6

&

W

,

"

+

%

%在合并症方面#

6

例患者有高

血压#

'

例患者有糖尿病(

[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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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岁#平均$

))&'i$(&)

&岁%体质量指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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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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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

%$&8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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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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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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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并症方面#

$%

例患者有高血压#

*

例

患者有糖尿病(

!

组中男
6

例#女
4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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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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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i0&'

&岁%体质量指数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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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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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合并症方面#

6

例患者有高血压#

8

例患者有糖尿病(

8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

常规心电图
!

让患者在安静环境下去枕平卧位休息
*

+;<

#应用十二导联心电图机$日本光电公司&#在心电图进行描

记的过程中将
$%

导联选取出来#对
S̀3

波时限分布情况进行

认真细致的观察(

$&/&/

!

动态心电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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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

依据室性期前收缩
MQON

分级#如果没

有室性期前收缩现象发生#评定为
(

级%如果室性期前收缩单

个且频率在
8(

个"小时以下#评定为
*

级%如果室性期前收缩

单个或频发发生且频率在
8(

个"小时或
0%(

次"天及以上#评

定为
(

级%如果室性期前收缩具有多形性和多源性#评定为
%

级%如果室性期前收缩连发成对#评定为
#

"

级%如果室性期前

收缩连续超过
8

个#评定为
#

[

级%如果有
S:<9

现象发生#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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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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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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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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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变异性指标$

PSU

&

!

依据
PSU

时域法指标包

括超过
*(+?

百分比$

J

NN*(

&的相邻正常
S7S

间期差值'相

邻正常
S7S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

S1332

&'

%'/

正常
S7S

间期

的标准差$

32NN

&及连续
*+;<

的
%'/

正常
S7S

间期的标准

差$

32"NN

&及三角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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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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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R33%(&(

统计学软件分析所得数

据#计数资料以
,

$

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以
Mi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X(&(*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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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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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性别'年龄'

体质量指数'合并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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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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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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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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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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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生率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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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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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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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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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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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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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三角指

数'

J

NN*(

'

S1332

'

32NN

'

32"NN

均显著低于
!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但
"

组和
[

组患者的三角指数'

J

NN*(

'

S1332

'

32NN

'

32"NN

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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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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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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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室内传导发生异常'有
B̀ S3

波存在'预计综合征等均是

S̀3

时限增宽的常见原因#其中最常见的高危因素为
B̀ S3

波

存在(老年
"1K

患者极易伴发心律失常#特别是具有极高的

U"

发生率(激动在心室内不正常的传导影响下无法沿着心

室内特殊传导系统正常传递是
S̀3

时限增宽的最常见发病机

制(电生理研究表明#

B̀ S3

能够将心室碎裂电位有效体现出

来)

)

*

(由此可以看出#患者存在发生心律失常事件的病理基

础(相关医学学者研究证实#如果冠心病患者有
B̀ S3

波#那

么就更容易有心律失常事件发生(本研究结果表明#

"

'

[

组

患者
%

'

#

"

'

#

[

级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但
"

组和
[

组患者的
%

'

#

"

'

#

[

级发生率之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充分说明了
S̀3

波群时

限增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恶性心律失常现象发生#包括室性心

动过速'多源室性期前收缩等(由此可以看出#老年
"1K

患者

心电图中
S̀3

波群时限大于
$)(+?

或为
$%(

!

$)(+?

可能

在极大程度上影响
U"

的出现时间#特别是恶性
U"

#能够将

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预测恶性心律失常现象发生的工作#预示

老年
"1K

患者有
U"

现象发生(

现阶段临床在评估心脏自主神经活动的过程中将
PSU

作为一项可靠指标#普遍认为#

"1K

后死亡及恶性心律失常的

独立预测过程中
PSU

下降可以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指标(本

研究结 果 表 明#

"

'

[

组 患 者 三 角 指 数'

J

NN*(

'

S1332

'

32NN

'

32"NN

均显著低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

组和
[

组患者的三角指数'

J

NN*(

'

S1332

'

32NN

'

32"NN

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充分说

明了
S̀3

波群时限大于
$)(+?

或为
$%(

!

$)(+?

可能在极

大程度上影响老年
"1K

患者的
PSU

#在对
"1K

患者的危险

水平进行判断过程中依据
PSU

下降的程度能够对
"1K

患者

的预后进行有效评估(

总之#

"1K

患者
S̀3

波时限异常与室性心律失常概率显

著相关#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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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人性化护理在急诊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杜培花!赵文凤#

!胡祥梅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急诊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回顾性分析增强人性化护理后急诊输液患者对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

)

月采用传统护

理服务的
'4(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

年
0

!

$%

月采用增强人性化护理服务的
'4(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采取每月随机问卷调查

4(

例输液患者的方式!比较两组患者对护士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效率满意度(健康教育满意度(护理技术满意度(总体满意度'

结果
!

开展人性化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对护士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效率满意度(健康教育满意度(护理技术满意度(总体满意度

各方面都升高'结论
!

在急诊输液患者中增强人性化护理效果明显!既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又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人性化护理$

!

输液患者$

!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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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输液室所遇患者人群'病种复杂#症状急#如何有效提

高急诊输液室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一直是同行们不断研究

的问题)

$

*

(人性化护理是指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

治疗和护理中时刻为患者着想#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

*

(根据本科室情况#本研究于
%($'

年

0

月开始对急诊输液室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实施半年多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照组选择
%($'

年
$

!

)

月来本科室输液的

'4(

例患者#其中男
%60

例#女
$48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

*)&8%i8&*

&岁%观察组选择
%($'

年
0

!

$%

月来本科室输液

的
'4(

例患者#其中男
8($

例#女
$06

例#年龄
$6

!

40

岁#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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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层次'病种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人性化护理方法
!

这里的人性化护理是指在护理服务全

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为护理对象提供生理'心理'精神

上的服务#让患者感受到被关怀'被尊重#从而建立良好的护患

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并使医护人员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的一项重要护理措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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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患者需求#转变服务理念
!

马斯洛$

1A?E:F

&的

-需要层次理论$

/;>HAHC/

D

:B<>>.?

&把人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

发生次序依次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

自我实现需要(低层次需要是生存需要#中层次需要是社交需

要#高层次需要是成长需要(患者作为特殊时期的人#也会有

各种需求(因此#护士通过沟通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患

者的需求及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意见#同时转变自己的服务理

念#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

!

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实践探索
!

护士加强学习#查阅相

关资料#结合科室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换位思

考#主动热情地为患者服务#充实便民服务设施%加强沟通技巧

的学习#提高护士的沟通能力#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难度较大

的操作由当天技术最好的高年资护士执行#以减少患者的痛

苦%实施舒适护理拔针法#减少患者穿刺处的疼痛和出血(

$&/&'

!

完善岗位制度#组织培训学习
!

修订护理岗位职责'流

程和评价标准#改善排班模式%组织全科室护理人员学习人性

化护理相关内容%根据患者需求加大健康宣教力度#有效落实

宣教效果%效果评价方面#认真及时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的

感受'意见#并不断进行改进(

$&'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士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

效率满意度'健康教育满意度'护理技术满意度'总体满意度(

以原卫生部设计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本院和本科室特点#

设计了急诊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表#经测量计算#该量表的信

效度相关指标为!

!H:<IAC/f?

)

X(&4*

#评定者间信度为
(&44

#总

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68

#结果显示量表信效度较好#能准

确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每月向

患者发放
4(

份问卷进行现场调查(主要了解如下内容!安全防

护知识的介绍'服务态度'工作效率'操作技术水平'巡视观察'

药物主要作用及不良反应的讲解'输液注意事项'疾病知识宣

教'总体满意度等方面(满意度分为!满意'较满意'不太满意'

不满意(满意度
X

)$满意
Y

较满意&"总例数*

-$((5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R3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
,

$

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单项满意度比较
!

见表
$

(观察组患者对护士

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效率满意度'健康教育满意度'护理技术

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两组患者总体满意度比较
!

见表
%

(统计结果显示#观

察组患者对护士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效率满意度'健康教育

满意度'护理技术满意度'总体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由此表明实施人性化护理#能有效提

升患者满意度#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度(在硬件设施不

变的情况下#人性化护理模式显著优于传统护理模式#明显提

高了各项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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