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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效果的影响分析 
黄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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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分析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效果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56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本次研究主要观察的对象，利用随机数表分组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28 例。对照组患者采

用常规的急诊辅助护理，实验组患者采用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

相比较，住院时间明显更短，且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的抢救中能够明显缩短患者的病程，同时提高患者治疗的效果，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值得大力施行。 
关键词：急诊护理；流程优化；心肌梗死；抢救效果；疗效 

 

作为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急性心肌梗死以发病急、病

情发展速度快、致残率高、致死率高为主要的病理特点。由于老年

患者身体素质较差、心脑血管功能相关疾病较多，所以急性心肌梗

死多发于老年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该疾病的发病率有低龄化趋

势。临床急诊护理流程中尽快帮助心肌梗死患者确诊病情并采取措

施进行治疗是实施有效救治，恢复患者的心肌功能的首要目的和现

实需要，为了能够达到最终良好的治疗效果[1]。本次研究通过选取

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56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观察对象，观察分

析了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效果的影响，现具

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56 例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作为本次研究主要观察的对象，利用随机数表分组法

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28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 14

例，女性 14 例，年龄 56-72 岁，平均年龄（64.1±1.8）岁实验组

患者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年龄 53-77 岁，平均年龄（63.8±1.9）

岁。纳入标准：我院急诊科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患者及其家

属配合本院研究工作。排除标准：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沟通障

碍，抢救无效的患者。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一般性资料对比差

异不明显，具有可对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辅助护理流程，实验组患者在急诊护理中

优化了急诊护理流程，具体如下：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急诊工作模式，

安排不同专业医疗人员和护理人员在接到患者急救电话开始，及时

确认统计患者信息并赶往现场，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保障患者的生

命体征，并在患者上车后通过疾病初步诊断与专门科室的医生联

系，做好入院后的相关手术、抢救、治疗措施等，缩短患者病情被

的耽误的时间，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建立急诊问答平台，及时

在线上也能解决患者的问题，并制定投诉机制，了解患者具体的诉

求，不断改进急诊护理工作。其中：医护人员接到急诊电话后，5min

内立即安排救护车和专业医护人员出诊；在急救车到达之前密切与

患者家属进行沟通，指导家属正确的急救措施；到达现场后，急救

人员应该采取适当的抢救方式，同时使用急救车内的检测仪器，对

患者进行生命体征检测，并给予一定的药物治疗、动脉输液治疗及

吸氧护理；对患者的血压、心率进行持续检测，观察患者状态和病

情发展，适当调整急救方法；同时立马通知院内医护人员做好急诊

抢救及手术的充分准备。对疑似心肌梗死的患者，在进入抢救室后，

使其立马卧床休息并进行心电图及血常规、心肌功能检测，并给予

氧气呼吸机帮助；对观察患者表面体征及询问病史的同时，对其进

行心肌标志物及心电图检测，并有效确诊。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心

理辅导和甲亢教育；仔细做好病历相关记录[2]。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结果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效果得出，

其中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个指标，以治疗有效率进行

表示。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得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效果相关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计数资料采用 t 检验进行计算，

计量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对比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7.4±1.5）天，对照

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13.3±1.8）天，经过 t 检验计算得出

t=13.324，p=0.000。由此可见实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比对照组

更短，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的急诊治疗效果对比 

对照组患者急诊治疗后，显效 10 例，有效 9 例，无效 9 例，

治疗有效率为 67.86%，实验组患者急诊治疗后显效 16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治疗有效率为 92.86%，实验组患者的恢复情况明

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可见表 1。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28 10 9 9 67.86% 

实验组 28 16 10 2 92.86% 

X2 - - - - 5.543 

p - - - - 0.019 

表 1 两组患者的急诊治疗效果对比 

3 讨论 
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是目前医院临床各个科室护理工作的重

要内容，急诊科由于其处于医疗前线，面对的患者数量庞大、疾病

类型各不相同、诊断难度也比其他科室更大[3]。心肌梗死危险性极

高，因此在患者发病后立刻进行有效救助，可为后期的治疗提供相

对稳定的基础，并且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本次研究通过选取我院急

诊科收治的 56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观察对象，观察分析了优

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

实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相比较，住院时间明显更短，且患者的治

疗效果明显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中能够明显缩

短患者的病程，同时提高患者治疗的效果，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值得推广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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