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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急诊护理干预分析
奚雯彬

泰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兴市 225400

【摘要】目的：分析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急诊护理干预效果。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于我院治疗的 48 例镇
静安眠类药物中度患者，并将其抽签分成实验组（急诊护理）与对照组（常规护理），对比干预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总认可率
95.83%，明显优于对照组 75.00%，P<0.05。结论：对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患者进行急诊护理干预收获显著疗效，同时也提升患者
对我院护理工作的认可度，具有很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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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通常是在患者过量服用镇静安眠类药物
的情况下导致患者出现昏迷，若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导致呼吸衰
竭等紧急状况，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1]，该情况在临床并不少见，
患者多表现出精神恍惚、言语不清、呼吸衰弱、血压下降等症状，需
要立刻进行抢救治疗，避免出现不良事件 [2]。在治疗过程中积极
进行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提
升患者救治成功率，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由此我院选取 48例镇静
安眠类药物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用以分析急诊护理干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于我院治疗的 48 例镇

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抽签法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每组24例。对照组中男12例，女12例，年龄17~64岁，
平均年龄（40.73±6.58）岁；巴比妥类药物中毒 9例，苯二氮卓类
药物中毒 8例，非苯二氮卓类药物中毒 7例。实验组中男 13 例，
女 11 例，年龄 18~64 岁，平均年龄（41.15±6.22）岁；巴比妥类
药物中毒 10 例，苯二氮卓类药物中毒 9例，非苯二氮卓类药物中
毒 7例。两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
1.2.2 实验组进行急诊护理 具体包括：
1.2.2.1 院前护理 清洁患者体表脏污处，将排泄物保存于

标本袋内送检，全程动态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观察患者体温、四
肢、肤色变化。
1.2.2.2 呼吸道护理 帮助患者畅通呼吸道，避免呼吸衰

竭，将患者头部向一侧偏向 45°，避免因呕吐出现呛咳误吸导致窒
息，必要情况下做好气管切开准备。
1.2.2.3 并发症预防 用药过度后患者容易出现多种并发

症，包括肺炎、休克、皮疹、肾功能衰竭等等，因此需要结合患者具
体情况，对并发症进行预判及预防，减少对患者身体造成的损伤。
1.2.2.4 密切观察 洗胃后需要对患者多加观察，每隔

10~15 分钟对患者呼吸、血压、体温等指征进行观察记录，帮助患
者调整至舒适体位，避免呼吸受阻或产生压疮，造成不良事件；定
时帮助患者翻身、叩背，积极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肺炎等并发症。
1.2.2.5 心理干预 大多数患者在清醒过后容易产生应激

情绪，或在服药前便已经长期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需要对患者
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疏导，化解患者内心矛盾，同时对患者行为、
精神状态进行密切观察，避免再次出现异常行为影响生命安全。
1.3 观察指标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患者对我院护理工作的认可度，十分制，8

分及以上视为非常认可，5~7 分视为比较认可，4分及以下视为不
认可，认可率 =非常认可率与比较认可率之和。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记录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用 n(%）表示，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认可度对比
实验组患者有 1例患者不认可，总认可率为 95.83%；对照组

患者有 6例患者不认可，总认可率为 75.00%，实验组患者总认可
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对我院护理工作认可度对比 [n(%)]

组别 (n=24) 非常认可 比较认可 不认可 总认可度
对照组 7（29.17） 9（37.50） 6（25.00） 18（75.00）
实验组 15（62.50） 8（33.33） 1（4.17） 23（95.83）
χ2 4.181 4.181 4.181 4.181
P 0.040 0.040 0.040 0.040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压力也不断升

高，部分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患者皆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长期情
绪低落而有意自杀所致，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3]。临
床治疗以胃肠道净化治疗、补液、吸氧、导泻治疗为主，帮助患者脱
离危险情况；随后根据患者症状表现进行常规治疗，同时辅以心
理干预，帮助患者打开心结，减少负面情绪，提升心理承受能力，避
免此类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在促进患者机体逐渐恢复健康的同时
也有助于改善患者心理健康 [4]。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的急
诊护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能通过多方位护理帮助患者提升抢
救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提高急诊工作效率，加快患者
苏醒速度，帮助尽快脱离险境，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积极意义 [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总认可率为 95.83%，明显优

于对照组的 75.00%，P<0.05，提示对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患者进
行高效、科学、专业的急诊护理能够有效提升患者临床疗效，获得
了众多患者的认可，对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树立我院良好的社会
形象有着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将急诊护理应用于镇静安眠类药物中毒患者的护
理中收获更加显著的效果，能够提升患者对我院护理工作的认可
度，改善患者预后，具有很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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