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律失常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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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律失常是指心脏电传导系统异常所引起
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过慢等症状的总称
通过口服抗心律失常药物或接受手术治疗，
辅以生活方式改善，定期随诊复查，大多
可有效控制病情，长期生存。





临床上根据心律失常的发生部位、机制及频率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 按发生部位: 分为室上性 (包括窦性、房性、房室交界性)和室性心律失常两大类；

● 按发生机制: 分为冲动形成异常和冲动传导异常两大类；

● 按发生的频率快慢：分为快速型与缓慢型失常两大类。

● 临床上常以心率快慢进行分类。

● 常见的缓慢型心律失常（心率<60次/分）包括：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停搏、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窦房传导阻滞（Ⅰ、Ⅱ、Ⅲ度）。

● 常见的快速型心律失常（心率>100次/分）包括：早搏、窦性心动过速、房性心动过速（心房扑
动、心房颤动）等。





基本病因



引发心律失常的遗传性因素多为基因突变。对于无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
反复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猝死，可应用基因检测技术进行风险评估，指
导治疗方案。
引发心律失常的后天获得性因素包括生理性因素和病理性因素。
常见生理性因素包括：因运动、情绪变化等引起快速型心律失常，或因睡
眠等发生缓慢型心律失常等。



常见病理性因素可分为以下几类：
●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病、
心肌病、心肌炎和先天性心脏病等；
●全身性原因：包括药物毒性作用、酸碱平衡和电解质紊乱、神经与体液
调节功能失调等；
●其他心外器官功能或结构改变：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脑卒中等。



诱发因素



胸部手术（尤其是心脏手术）、麻醉过程、心导管检查、各种心脏介入性
治疗等可诱发心律失常。

此外，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很多诱发心律失常的因素，例如大量饮酒或咖
啡、饮浓茶、情绪激动、大量运动等均可导致正常人发生快速性心律失常
。





典型症状

随着疾病的发生发展，患者发病早期可有心悸、出汗、乏力、憋气等症状，此
时，若心律恢复正常则无严重不适，若进一步发展可导致头晕、黑矇、晕厥

，甚至猝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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