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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优化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抢救中的价值研究

龚 羽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215600

【摘  要】目的：研究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筛选我院收治的 100 例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各 50 例，比较观察组（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和对照组（常规急诊护理流程）的护理满意程

度和时间窗评分。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时间窗评分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的抢救中，对急诊护理流程进行优化，可以有效提高护理效率，缩短急救时间，提高患者和家属的护理满意程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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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of emergency optimized nursing process  
in the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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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ag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uzhou, Jiangsu 215600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optim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in the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ime window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optim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and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ime window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Conclusion: in 
the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optimizing the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iciency, 
shorten the first aid time,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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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作为急诊科常见的主要疾病之一，是较为常见

的急危重症，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致残、致死率，严重威胁着人

们的生命 [1]。在最短时间内将患者相关梗死血管给予疏通，促使

血液得以灌注到心脏，恢复对心肌的损伤，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治

疗重点。因此，如何提高临床效率，缩短发病和抢救时间，让患

者在短时间内达到最有效的救治十分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护理

干预尤为重要，纵观以往的护理流程，发现存在诸多问题，比如

护理体系不健全、效率太低、操作不够具体专业等。针对此种现

象，我院在原有护理流程上进行了调整重拟，用以提高救治率和

完善急诊护理制度。本次实验研究选取 10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为验证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的实用性，特此展开研究，现将研

究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入组对象为 2021 年 3 － 12 月到我院治疗的 100 例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

年龄 60~72 岁，平均年龄（66.0±5.74）岁。对照组 50 例，男 20
例、女 30 例，年龄 61~71 岁，平均年龄（66.0±5.60）岁。基线

数据无差异，可比较，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按照常规急诊护理流程对行急救 急诊后

迅速完成相关手续，同时组织医护人员完成相关检查并监测生命

体征，再实施相应的救护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患者的介

入溶栓治疗，治疗后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起伏，等到患者病情缓

解并成功稳定后再办理相关转移手续以接受后期治疗。

1.2.2 观察组患者在原有常规急诊护理流程上进行调整、革

新与优化 首先，医护人员在接到急诊电话后与救护车保持联系，

在送患者回往医院的过程中详细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以及病情发

展状况，组织相关医护人员到位、检查所需的仪器设备、与相关

科室联系好。在转移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协助医生通过“视、触、问”

等方式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患者的口唇颜

色、意识、末梢神经、生命体征，通过触摸感受末梢温度，询问

患者胸闷胸痛位置、性质、发作时间、相关因素、药物史、过敏

史和既往病史 [2]。根据会诊情况结果进行分诊并联系各相关科室

人员做好接诊准备。其次，患者在入院后，应该立马分配责任护

理人员，由指定人员组成急救护理小组，专程负责患者的急救。

对所有患者应立即给予心电图检查，遵医嘱抽血化验，对血常规、

心肌肌酐蛋白、肝功能、肾功能、凝血四项、心肌酶谱等进行实

验室检查。对自述胸骨后疼痛明显者，可给予适量镇静剂，用以

缓解患者的紧张和焦虑心理。对于病情危重需要紧急抢救的患者，

应立即准备好呼吸机和电除颤等抢救仪器。在治疗后监测观察患

者病情缓解情况，等到病情成功稳定后转为入院治疗。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程度 使用医院自制的护理满意程度评分表

问卷进行调查，包括 20 个问题，涵盖从接诊到入院后各个方面，

总分为 100 分，85~100 分为非常满意，65~84 分为一般满意，低

于 65 分为不满意，总满意为非常满意与一般满意之和。

1.3.2 时间窗评分 记录两组患者从接诊到心电图、到导管

室时间、到给药时间、到介入时间、到收住院时间，观察患者急

诊期间病情稳定成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经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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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以 % 表示，经 x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 ＜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及其家属满意度比较

通过对比分析出，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程度

对照组 50 18（42.00） 17（39.00） 15（19.00） 35（81.00）
观察组 50 28（55.00） 19（43.00） 3（2.00） 47（98.00）

x2 9.756
P 0.001

2.2 两组接诊后时间窗比较

观察组接诊到心电图、导管室、给药、介入和收住院的时间

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接诊后各时间窗对比 [（x±s），min]

组别 例数 到心电图 到导管室 到给药 到介入 到收住院

对照组 50 4.25±1.22 9.56±3.52 20.27±8.52 45.36±13.25 86.52±15.36
观察组 50 7.52±1.33 17.23±5.20 31.55±10.58 60.22±15.35 120.53±25.63

t 12.812 14.413 5.872 5.175 8.05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近年来，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该病的

致残、致死率一直居高不下，患有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由于冠状

动脉在短时间内突发闭塞造成血液中断，进而导致局部的心肌细

胞由于没有充足的血液供氧而发生缺血性坏死，引起一系列的心

肌缺氧缺血症状 [3]。该病具有发病突然和病程发展极快的特点，

从发病起，便可在短时间内对人体机体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第

一时间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急救和护理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4]。优化

的急诊护理流程相较于以往的护理流程，显得更加人性化和全方

位，从接诊患者到确诊病症再到入室治疗，该护理方案一直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通过本次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优化急诊护理

方案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比常规急诊护理组要高得多，且检查

就诊用时也显著少于常规急诊护理。

综上所述，采用优化的急诊护理流程方案可以有效地提高护

理效率、显著缩短急救时间、促进患者病情稳定和避免增加患者

负担，并且充分地发挥了时间的最大效益化，提高了患者及其家

属的满意程度，值得广大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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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为 97.78%（44/45），而对照组

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为 80%（36/45），两组患者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P ＜ 0.05。
3  讨论

在临床治疗中，脑卒中属于十分常见的疾病，同时也十分容

易引发各种并发症，对患者预后造成巨大的影响，其中继发癫痫

是最为常见且危害最大的并发症之一 [3]。在对患者的治疗中，常

配合合适的护理措施来对患者进行治疗，这不仅能够有效地缓解

患者的症状，同时也能够加快患者的康复 [4]。

有相关研究表明，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极好对脑卒中继发癫痫

患者进行干预，在对患者的预后中具有良好的效果，能够最大程

度上帮助患者缓解病情，加快恢复。在本次的研究中，所有患者

在进行护理前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能力均无显著的差异，P ＞ 0.05；
但在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者，P ＜ 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P ＜ 0.05，通过本研究的结果也从侧面说明，综合护理对

患者的康复以及预后有着极其明显的促进效果。

综上所述，对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的应用效果

十分显著，能够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症状，在临床护理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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