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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抢救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周 艳
中铁三局集团中心医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目的：深入分析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
间我院收治的 92 例急性心肌梗死需要进行抢救的患者作为分析对象，用抛硬币分组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6 例。
对照组患者沿用常规急诊护理流程，而实验组患者则实施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比较抢救两组病人花费的急救时间、住院时间、抢
救成功率和复发率。结果：对比观察发现，实验组病人的急救时间和住院时间远低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抢救成功率 (95.65%) 高于对
照组 (76.09%)；实验组的复发率 (4.35%) 则低于对照组 (23.91%)，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优化急诊护理流程
能够缩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时间和住院时间，提升抢救的成功率，进一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同时还能够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复
发的风险，保障病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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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近年来死亡率持续攀升的一种危重疾病，指
的是冠状动脉急性并且持续性缺氧缺血，导致心肌无法正常工作
逐渐坏死。患者一般都是突然发病，发病时会感受到前胸剧烈疼
痛，并伴随有恶心呕吐、心律失常、休克等明显症状，如不及时抢救
很可能会造成病人死亡 [1]。急诊护理流程指的是在医生对病情危
重病人进行抢救时，护理人员作为辅助要遵循的工作步骤。本文
中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2 例急性
心肌梗死需要进行抢救的患者作为分析对象，深入分析了优化急
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具体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2 例急

性心肌梗死需要进行抢救的患者作为分析对象，用抛硬币分组法
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6例。对照组中男性 25例，
女性 21 例，年龄 47~78 岁，平均年龄（54.49±3.88）岁。实验组
中男性23例，女性23例，年龄46~79岁，平均年龄（55.28±3.76）
岁。两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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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患者依照常规急诊护理流程开展抢救工

作 给予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吸氧和心电监护，观察病人各项生命
体征的变化情况；针对病人的特殊状况对症治疗，给予病人药物
注射；安排手术等 [2]。

1.2.2 实验组患者依照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开展抢救工
作 具体优化内容如下：
1.2.2.1 优化接诊流程 急诊护理人员在接到求救电话后

立刻赶往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位置，接到病人后在救护车上马上
开始相关急救工作；检测病人的生命指标情况，详细记录后迅速
联系医院的接诊医生，并且将详情告知对方，经绿色通道快速将病
人送至急诊室。
1.2.2.2 优化病情评估流程 医院的急诊科提前划分好急

救小组，在收到护理人员的病情监测情况后迅速开展会诊工作；
医生需要分析远程传输的心电图，以便准确分析心梗的部位，护理
团队准备好抢救所需的仪器设备。
1.2.2.3 优化救治流程 判定病情后，立刻指定专业医生对

病人实施抢救，尽快完成吸氧、给病人口服三联药物（阿司匹林肠
溶片、氯吡格雷、瑞舒伐他汀）、采集血标本、用吗啡止痛镇静、建立
两条以上静脉通路。
1.2.2.4 优化转运流程 根据心电图和血样标本判断病人

梗塞的位置，立即通知胸痛中心安排冠脉造影，备好心脏支架，做
好进行手术的准备工作 [3]。

1.3 评价标准
1.3.1 对比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和住院的时长，时间

花费得越少证明其急诊护理流程效果更佳。
1.3.2 对比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和复发率。
1.4 统计学分析
将数据录入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中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

料表示为 n(%），经 χ2 检验，计量资料表示为 ( cc ±s)，经t 检验，
P<0.05 显示两组数据差异性较大，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的抢救时长和住院时长情况比较
观察发现，实验组病人的急救时间和住院时间远低于对照组

患者，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病人的抢救时长和住院时长情况比较 ( cc ±s)

组别 抢救时长（分钟） 住院时长（天）
实验组（n=46） 37.84±8.63 10.14±3.41
对照组（n=46） 52.37±8.59 16.83±6.72

t 8.0933 6.0212
P 0.0000 0.0000

2.2 两组病人的抢救成功率和复发率情况比较
实验组的抢救成功率（95.65%）高于对照组（76.09%）；而实

验组的复发率（4.35%）则低于对照组（23.91%），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病人的抢救成功率和复发率情况比较 [n(%)]

组别 抢救成功率 复发率
实验组（n=46） 44（95.65） 2（4.35）
对照组（n=46） 35（76.09） 11（23.91）

χ2 7.2561 7.2561
P 0.0071 0.0071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通常由外因诱发，如病人在短时间内进行了自

身难以负荷的劳动，或是由病人长期的不良习惯诱发，如吸烟酗
酒、暴饮暴食、便秘等，一旦患者出现急性心肌梗死必须要得到快
速救治，否则很容易失去生命 [4]。急诊护理流程与救治病人的速
度有直接关联。本次观察实验中，对实验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实
施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而对照组患者依然实施常规急诊护理
流程，对比观察发现，实验组病人的急救时间和住院时间远低于对
照组；实验组的抢救成功率（95.65%）高于对照组（76.09%）；实
验组的复发率（4.35%）则低于对照组（23.91%），P<0.05。由此
可知，优化急诊护理流程能够缩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时间
和住院时间，提升抢救的成功率，进一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同时
还能够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复发的风险，保障病人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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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马晓芳 徐艳新 魏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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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至今，美食就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重要物质，与炎黄子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牵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
食品安全越发重视，而传统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在这方面显然无法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对我国社会发展也产生
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正因如此，本文就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确保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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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市场也随之迎来了
全新的发展商机。在这一背景下，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但会对
国民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危害我国社会的和
谐发展。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众多，如商家缺乏足够的法律
认知，唯利是图，政府所推出的制度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监督管
理工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这些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无
法得到有效保障。
1 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1.1 当前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监督方面的法律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问题，相应的保护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应用，一旦在落实过程中
出现规则冲突的情况，会导致后续工作无法得到有效开展。而且，
当前所选用的法律内容并没有实时进行更新，与社会发展存在着
不协调的情况，同样也会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1]。
1.2 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并不能满足国际层面的

标准，以至于国民的饮食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由于我国所包
含的食品安全内容相对较多，很多食品的应用范围与国际化标准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在进行添加剂的检查过程中，所选用的标
准内容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在进行安全监督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会
出现检测不及时的情况，以至于国民的生活质量始终无法得到有
效保障。不仅如此，在科学技术不断提升的今天，有关添加剂的成
分指标缺乏明确性，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1.3 监管部门的责任推托现象相对严重，也是导致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在进行
监督管理的过程中，会涉及不同的监督管理部门，无论是生产环
节、运输环节还是消费环节都要接受相应的审查，整个过程所涉及
环节之间的交叉内容，加上职责内容上的分化不均，以至于整个产
品的生产链无法实现有效地无缝对接，从而导致后续的工作无法
顺利地开展 [2]，如当有消费群体进行产品投诉时，便会出现监督管
理部门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使消费者的个人权益无法得到有效
保障。
2 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措施
2.1 加大惩罚力度
当违法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低于获利时，商家便会做出违背社

会发展的行为，从而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出现。为避免发生该情
况，政府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手段
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并相应提高惩罚力度，对违反相关法律
条例的人员给予严重的惩罚，这样不但能从根本上避免违法行为
的出现，同时还能为国民的生活健康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对于
监管部门来讲，在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标准进行统一化
处理，将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心，结合当前社会发展来构建审核机
构并予以应用，从而确保所有监督管理工作都能按照相关标准完

成执法工作，以此来确保后续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国民的生活质量
能够因此得到有效保障。

2.2 完善问题食品管理制度
2.2.1 监督管理部门在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

处理问题食品的主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的召回工作，并根
据相关问题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其相应的处罚，如根据问题食品
的社会影响程度、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等级、食品所面向的群体范
围、在召回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标准等方面进行衡量。如果问题
食品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恶劣，并且企业主动进行食品的召回，那么
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便可从轻处罚，以此来确保其他企业能够在
出现类似问题时，及时进行召回，避免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到较
为不利的影响 [3]。而对于不愿意配合的企业，则要采用法律的手
段，除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犯罪等级的判定与处罚外，还加上其不
配合召回的犯罪内容，对负责人以及从犯给予较为严格的处理，以
此威慑其他企业，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2.2.2 监督管理部门在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为了确保企
业所面临的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也为了缓解消费者与企
业之间的矛盾，应当向政府申请，建立并优化召回责任的相关制
度，从而来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要。不仅如此，该制度还能有效降
低企业所承担的经济压力，在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一旦出现召回
情况，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小规模企业而
言，容易会因此出现破产。在此过程中，企业可提前办理相应的保
险，在出现问题时，能在短时间内通过专业公司的指导，降低企业
所面临的风险危机，并且避免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到较为不利
的影响。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是我国国民日常生活中较为关注的内容，
在社会发展中想要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需对整个执法工作
进行统一化处理，并将食品监督管理制度落实到食品加工流程中，
通过制定较为有效的管理制度对食品市场开展规范化管理，以此
避免国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不利影响。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商
家，则要开展较为严格的惩罚与处理，以此对其他人起到威慑作
用，通过全方位的监督与管理，降低违法活动出现概率，确保国民
的生命健康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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