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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恶性心律失常的早期识别与急救护理

黄小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 北京 100029

【摘 要】：目的：分析过往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恶性心律失常的患者临床资料，并对其早期识别方法以及急救护理内容进行

整理与阐述。方法：随机从我院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抽选出 17例并发恶性心律失常表现的患者进行研究，抽选时间 2019年
4月～2020年 11月，对患者进行实施心电图检测操作，对检测得出结果进行研究与分析，识别患者恶性心律失常具体表现，

并依据患者实际病情给予患者相应护理内容，最终将患者护理疗效表现进行观察与记录。结果：17名患者均接受心电图检测

操作，并对其心电图检测结果进行识别后实施相应护理措施，护理工作实施后患者疾病症状均得以改善，因此本次研究的护

理总有效患者所占比例为 100%。结论：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实施心电图检测操作，研究与分析检测结果得出患者实际患病状

况以及存在风险因素，据此对患者护理内容进行优化并对患者实施优化后护理内容，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疾病状况，全面保证

患者健康。

【关键词】：急救护理内容；护理疗效；恶性心律失常；早期识别方法；急性心肌梗死

Early Recognition and Emergency Care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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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malignant arrhythmia
in the past, and to sort out and elaborate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nd emergency nursing contents. Methods: 1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arrhythmia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for research.
The selected time was from April 2019 to November 2020. The patients were detected by ECG, and the result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malignant arrhythmia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corresponding nursing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Finally, the patients' nursing efficacy was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sults: All the 17 patients
received ECG detection oper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the ECG detection results were
identifi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work, the diseas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were improved, so the total effectiv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as 100%.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G detection op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detection results, get the actual disease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optimization of patient care cont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timized nursing content,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disease
status of pati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ensure the health of patients.
Keywords: Emergency nursing content; Nursing effect; Malignant arrhythmia; Early identification metho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当人 体患上 冠心病后，其心脏冠状动脉将会出现不 同程

度的硬化，当患者血液循环功能突发异常时将会导致患者心

肌部位供血不 足，从 而出现坏死或死亡 表现，即急性心肌梗

死表现[1]。 针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而言，其心肌部位的点活

动状态长时间处于 异常状态，因此患者极易出现心律失常表

现，也 是导致患者猝死的重要因素。 针对具有恶性心律失常

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期间需要尽早对存有的能够导致

患者疾病症状发作 的因素进行识别，并予 以 相应预防护理内

容，提升患者护理疗效。 对此本文将对我院 17例具有上 述

表现的患者进行研究工作 ，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资料

随机从 我院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 抽选出 17例并发恶性

心律失常表现的患者进行研究，抽选时间 2019年 4月～2020
年 11月，对患者进行实施心电图检测操作 ，对检测得出结

果进行研究与 分析，识别患者恶性心律失常具体表现，并依

据患者实际病情给予 患者相应护理内容，最终将患者护理疗

效表现进行观察与 记录。 17例患者中 男性患者共有 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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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患者共有 6名，年龄最大患者 72岁，年龄最小患者 47
岁，平均年龄（58.62±0.71）岁。

1.2方法

1.2.1早期识别方法

（1）合理安置患者。 选取急诊科室中 工作 年限是 3~5
年的护理人 员进行本次护理工作 ，要求护理人 员具有较为 丰

富的急诊护理工作 ，并且 能够对患者的典型心肌梗死疾病表

现症状、非典型心肌梗死疾病表现症状进行判断。 实施护理

工作 之 前，护理人 员需要对患者患病史进行了 解，仔 细查看

患者临 床资料，并询问患者一 般资料[2]。 对患者身体进行全

面医学检查工作 ，针对部分高度疑似具有急性心肌梗死表现

症状的患者，护理人 需要使用平车护送患者，并对患者进行

18导联心电图检测操作 。针对已经确诊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护理人 员需要保证其处于 卧床休息状态，随后告知值班护理

人 员对抢救工作 进行准备，密切关注患者身体状况。

（2）心电图识别。 一 般而言，临 床能够通过对患者梗

死部位的不 同对患者心律失常具体引发原因进行判断与 识

别。 如果患者梗死部位处于 心肌前壁、或者是心肌侧壁，则

患者心律失常表现大多为 快速型，具体表现为 患者心室颤动

等，针对此类心律失常患者，医学临 床一 般对其进行电复律

治疗操作 。 如果患者梗死部位处于 心肌下 壁、心肌后壁，则

患者心律失常表现大多为 缓慢型，对此类患者进行心电图检

测并确诊患者心律失常类型后，则需要在患者监护期间使用

除颤电极加强患者监测工作 ，使用此类监测方式能够使得医

护人 员及时了 解到患者的身体状况，以 便患者突发疾病症状

使及时给予 患者相应抢救措施[3]。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工

作 需要护理人 员充分掌握心电图操作 内容与 识别方法，同时

拥有较为 清理的责任 意识，护理期间密切关注患者身体状况

并注意查看患者心电图监测结果，重点观察患者 S-T段监测

数据、Q-T段监测数据及其变化内容，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准确分析监测数据得出患者实际状况。 对于 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而言，存在一 个 较为 集中 的心律失常频发时间段，因此护

理人 员需要掌握患者特殊时间段的心律表现规律，并对相应

预防护理内容进行思考，尽早对患者实施相应干预措施，降

低患者心律失常概率。 心肌梗死患者护理期间，在患者出现

心律失常表现前会出现相应临 床表现特征，例如：患者出现

频发室性期前收缩表现等。 因此当患者护理期间出现相应临

床表现特征时，需要立即提升对患者的关注度，并根据患者

实际病情实施相应急救措施，同时告知主 治医生进行抢救工

作 。

（3）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 护理期间密切关注患者

各项指标值，同时主 动与 具备交 流能力的患者展开对话，询

问患者其感知状况并引导患者说出自身护理需求内容。 如果

喊着在治疗期间出现有身体抽搐、胸闷不 适、眩晕感知、呼

吸不 畅等表现，则需要立即观察患者心电图监测数据以 及变

化状况，同时告知主 治医生患者监测数据及患者不 适表述内

容，使得医生能够根据患者实际状况予 以 相应抢救措施。

1.2.2护理方法

（1）用药护理。 由护理人 员为 患者建立两 条静脉通道，

由于 患者需要长时间接受用药护理工作 ，为 减少穿刺频数需

要对患者使用留置针[4]。 选择一 条静脉通道对患者进行常规

药物给予 操作 ，另外一 条静脉通道则用于 患者抗心律治疗工

作 。 抗心律治疗工作 选择胺碘酮药物 150mg，另外再选取适

量葡萄糖溶液（规格为 5%），将两 种药物按照相应程序进

行配置操作 ，最终通过静脉推注的方式对患者进行给药操作 。

给药期间护理人 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身体状况，并尽量选择

患者体内具有一 定弹性且 血管较粗、形态较直的静脉进行静

脉通道建立操作 ，药物给予 期间注意对药物给予 速度进行控

制，并在给药期间对患者皮肤状态进行观察，如果给药期间

患者静脉穿刺部位皮肤出现红肿等不 良表现症状，护理人 员

需要立即停止静脉推注给药操作 ，并在不 良表现症状恢复后，

再次选择其余部位进行给药操作 。

（2）电复律和电除颤护理。 如果患者心律失常具体表

现为 心室性心动过速，仅 使用一 般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临 床

疗效表现较差，因此需要给予 患者电复律操作 ，治疗期间将

电复律的能量区间进行调整与 控制，使其处于 100J~200J。
如果患者心律失常具体表现为 无脉性心室性心动过速，并且

在心动过速期间还具备心室颤动表现，将导致患者心脏功能

出现异常，使其排血功能受到阻碍，因此患者无法正常进行

血液循环功能，对此护理人 员需要对患者实施电除颤治疗操

作 ，操作 期间需要将其能量区间进行调整与 控制，使其处于

150J~200J，并使用双向波。 据相关因年纪资料显示，当患者

心室颤动出现后与 接受治疗工作 间的时间每增加 1分钟，患

者心脏功能得以 复苏的概率将会降低 7%~10%，因此当患者

出现心室颤动表现后，护理人 员需要立即给予 患者相应急救

措施，并尽早识别护理期间存在能够导致患者心律失常的因

素，提升护理疗效[5]。

（3）心理护理。 患者大多具有胸闷感知、心悸症状、

呼吸异常等不 适表现，因此患者将会产 生过度紧张、过度担

忧等不 利情绪，不 利于 患者维持自身健康状态。 因此在护理

期间，需要予 以 患者一 定心理疏导措施，并鼓励患者勇敢面

对自身患有疾病，关心患者身体恢复状况、不 适感知状况等，

使得患者能够给予 护理人 员更多信任 ，主 动配合医护人 员完

成相应治疗、护理工作 。 主 动询问患者整体状况，并引导患

者将心中 的担忧内容、不 满情绪等进行讲述，并对患者存在

疑问的内容进行详细解答工作 ，避免患者出现大幅度情绪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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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17名患者均接受心电图检测操作 ，并对其心电图检测结

果进行识别后实施相应护理措施，护理工作 实施后患者疾病

症状均得以 改善，因此本次研究的护理总有效患者所占比例

为 100%。
3 讨论

经上 述研究表明，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实施心电图检测

操作 ，研究与 分析检测结果得出患者实际患病状况以 及存在

风险因素，据此对患者护理内容进行优化并对患者实施优化

后护理内容，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疾病状况，全面保证患者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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