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122 

 医学研究 

优质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诊护理中的干预效果观察
及护理满意度分析

彭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 

【摘  要】目的：分析优质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诊护理中的干预效果，并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予以分析。方法：按照计算机表法的
方式将 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区分成研究组和参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参照组患者予以
常规护理服务，对研究组患者给予优质护理服务，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结果：结论：研究组患者抢救成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均高
于参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则低于参照组，研究组患者进出急诊室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参照组，数据对比均为 P＜0.05。结论：在急性
心肌梗死中应用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更为理想，因此该种护理措施具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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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因血栓问题使得患者出现血管完全或不完全
阻塞的情况进而引发的心血管疾病，该病在临床具有一定的常见性
[1]。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来说，尽早的发现与治疗和护理对于保
证生命安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对优质护理干预对于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作用进行了分析，具体分析内容请见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纳入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 37 例、女性
患者 43 例；年龄区间为 53-78 岁，中位数年龄为（62.7±3.5）岁。
按照计算机表法的方式将所有患者区分成两组，分别为研究组和参
照组，每组各分得 40 例患者，对所有患者的常规性资料予以对比，
差异均呈现为 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常规的健康指导、用药护
理等，研究组患者则在其基础上应用优质护理服务，具体措施请见
如下： 

（1）针对性护理措施：观察并了解患者的基础性资料，为患
者制定适合的护理方案，同时每日需对患者的病症情况和心理状态
进行评估，进而对护理措施进行有效的改善； 

（2）心理干预：心理干预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来说具有重
要的意义，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保持患者疾病稳定。护理人员需要
与患者保持密切的交流与沟通，做到主动关心患者，耐心的倾听患
者的倾诉，进而密切掌握患者的心理情况和机体变化，有利于促进
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3）饮食干预：根据患者的机体情况和饮食习惯，为患者制定
科学的饮食计划，尽量为患者提供蛋白含量高，糖分含量低的食物； 

（4）运动干预：对患者进行运动干预，指导并协助患者进行
床上排便训练，进而避免患者因过度用力而加重心脏的负荷，同时
对于心率失常以及心力衰竭等病症需要进行有效的预防，进而降低
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率予以
对比，同时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的进出急诊室时间和住院时间[2]。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9.0 软件处理研究所得数据，对数据的对比用百分比
（率）或（均数±标准差）的方式进行表示，采用 X2 检验或 t 检验，
当 P＜0.05 时，则证明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3]。 
2 结果 
2.1  患者临床相关数据对比 

研究组患者抢救成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参照组，并发症
发生率则低于参照组，数据对比为 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患者临床相关数据对比情况（n/%） 
组别 例数 抢救成功率 护理满意度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 40 37/92.5 38/95.0 2/5.0 
参照组 40 30/75.0 29/72.5 12/30.0 

X² - 4.5006 7.4397 8.6580 
P - 0.0338 0.0063 0.0032 

2.2  患者进出急诊室时间和住院时间对比 
研究组患者进出急诊室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参照组，数

据对比为 P＜0.05，具体对比见表 2。 
表 2  患者进出急诊室时间和住院时间对比 

组别 例数 进出急诊室时间（min） 住院时间（d） 
研究组 40 36.8±3.4 11.3±1.5 
参照组 40 57.1±6.3 15.8±2.4 

t - 17.9340 10.0560 
P - 0.0000 0.0000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在临床具有一定的发生率，其临床主要病症为胸

闷、胸骨后疼痛，急性心肌梗死具有病情发展快、急且症状严重等
特点，一般患者发病后会出现合并休克、心率失常以及心力衰竭等
症状，患者症状严重甚至可能出现猝死的情况[4]。所以早期的治疗
与护理干预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临
床常规护理干预的效果不甚理想，所以本文对优质护理干预的内容
进行了分析。 

优质护理干预属于新型的护理模式，是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
上，细化了护理内容，并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是根据患者的实际
情况为其量身定制的护理服务，其护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更为明显，
除了生理外还对患者的心理进行有效的干预，保证了患者的舒适度
[5]。在本文的研究中，对研究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对参照组
患者进行常规护理服务，结果中的数据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高于参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
高于参照组，数据对比为 P＜0.05；同时研究组患者在急诊室的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参照组，对比为 P＜0.05，因此证明了优质
护理的干预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应用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有
效促进患者的恢复，减少其住院时间，同时对于风险事件还能够进
行有效的预防，进而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使得患者的病症有
了很大的改善，一定程度提高了护理质量，也提高了患者对于护理
的满意度。所以优质护理干预该种护理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
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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