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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上急性心梗属于较为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病发时患

者会表现出胸口剧烈疼痛，伴有喘息、胸闷以及四肢无力，并

且该病发病突然、变化快，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若未

及时抢救，可能会导致死亡[1]。患者在发病后，需立即送往医院

治疗，避免猝死。在急性心梗救治时，对急诊护理流程进行优

化，可以提高急救成功率，缩短患者抢救时间，降低死亡率 [2]。

本研究旨在探讨急诊心梗护理中优化急诊护理流程的应用，

具体内容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随机抽取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我院 98 例急性

心梗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依照摸球法分组，每组各 49 例患

者。研究组男 23 例，女 26 例，年龄为 21耀55 岁，平均年龄为

（29.35依1.41）岁；对照组男 25 例，女 24 例，年龄为 24耀59 岁，平

均年龄为（34.42依1.20）岁。两组临床资料保持同质性，P跃0.05。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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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ST 段断回落 心肌酶谱回落 胸痛缓解 死亡例数

研究组 49 17 25 8 1
对照组 49 8 10 2 7

字2 - 4.350 10.000 4.009 4.900
P - 0.037 0.002 0.045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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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严重基础疾病、精神疾病以及哺乳期和妊娠期的女性。

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措施：术前建立绿色通道，进行

心电图检查，做好急救室准备，配合医生进行抢救；术后加强

监测，给予生活、饮食等方面的护理指导。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具体

如下。

2.2.1 接诊

开通绿色就诊通道，安排专业护理人员接诊，并将患者送

往急诊室，实施相应的救治及诊断，并且另有护理人员陪同患

者家属办理挂号及住院等手续。

2.2.2 诊断

在接诊时，接诊护士需要对患者的意识、呼吸及体温等基

础生命体征进行初步判断及观察；与患者家属沟通，了解患者

病史，在短时间内掌握患者病情，并做出正确的危机程度评

估，该评估过程应控制在 1min 之内；随后护理人员对患者连

接心电图，并保持心电护理，再次判断患者的病情危急程度，

为之后的救治提供参考。

2.2.3 抢救

在患者进抢救室 2min 内，需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有详细

了解，在 5min 内建立静脉通道，进行心电监测。抢救室内，护

士长需对各项工作进行协调，责任护士主动并准确汇报患者

的心电监测状况，在确认病情后，使用 300mg 的氯吡格雷和

阿司匹林进行阵痛，随后密切观察并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

并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对出现不良情绪的患者进行疏导与

沟通。

2.2.4 交接

患者若需进一步进行 PCI 治疗时，护理人员需积极进行

转运，在转运前需对患者生命体征的各项记录进行工作交接。

在移动患者时，动作轻柔，填写交接表格。

2.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各项抢救效果、抢救时间。

2.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资料，计数资料使用 字2

进行检验，计量资料用（x依s）表示，使用 t 检验。P约0.05 表示差

异显著。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各项抢救效果对比

护理干预后，研究组 ST 段断回落、心肌酶谱回落、胸痛缓

解、死亡例数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约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3.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各项抢救时间对比

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急诊手术时间、建立静脉通道时间、

住院时间、抢救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约0.05，具体如表 2
所示：

4 讨论

经研究，急性心梗在发病后 6 小时为黄金救助时间，而超

过这一时间，患者就诊实际效果便会呈现下降趋势[3]。常规护

理下，护理人员在急诊心梗救助时缺少明确目标，准备时间

长，对患者救治效果有较大影响[4]。我院在此基础上，为改善该

问题，对急诊护理流程进行优化，分别对接诊、诊断、抢救与交

接四个部分进行优化规定[5]。根据表 1 与表 2 可知，在对急诊

护理流程优化后，无论是急诊抢救效果还是临床治理疗效，研

究组都优于对照组，临床抢救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5 结语

综上所述，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诊心梗各项抢救效果

改善明显，可缩短患者抢救时间，降低死亡率，临床价值高。

参考文献

[1]金慧玉,支晨.急诊护理套餐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救治中的应

用效果[J].安徽医学,2018,39(8):22-23.

[2]刘凤刚,王娟娟,刘小平,等.优化护理流程对减少急诊冠状动脉

支架术中介入护士辐射的效果[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8,38

(8):617-620.

[3]陈美芳,吴月峰,黄春华.危机管理模式结合传统外伤急救护理对

急诊颅脑外伤患者的应用效果[J].中华全科医学,2019,21(4):693-695.

[4]胡雪玲.支持性心理干预在急诊科外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中

的应用[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9,25(28):3670-3673.

[5]包小燕,张雁.急诊护理中运用损伤控制理论对骨盆骨折病人

预后的影响[J].安徽医药,2019,23(7):1361-1364.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抢救效果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各项抢救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急诊手术时间

/min
建立静脉通道

时间/min
住院时间

/d
抢救时间

/min
研究组 49 36.21依3.15 3.84依1.20 15.56依1.35 45.17依5.14
对照组 49 55.21依2.13 7.12依2.43 23.47依2.52 84.01依7.11

t - 34.977 8.472 19.368 30.989
P - 0.000 0.000 0.000 0.0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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