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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Stroke）又叫做脑中风，是一种突发的脑部血液循
环障碍疾病，医学也称做脑血管意外。脑卒中主要分为脑梗塞和
脑出血，二者发生的比例约为 80% 和 20%。据有关资料显示，脑
卒中每年会增加 200 万新发病例，会出现 150 万死亡病例，且局
部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该病为城市人口第三位死亡原因、农村人
口第一位死亡原因，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二大杀手[1]。一旦患
者发生脑卒中，严重的可能出现意识障碍、昏迷、昏睡，还可能
伴有恶心、呕吐。同时，患病后 75% 的患者会出现丧失劳动能力
的现象，其中的 40% 会出现重度致残，高额的医疗费用给予患者
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突发的脑卒中会危害患者的生命，
这时候急症护理脑卒中的主要措施就是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防
止呕吐物或者是舌后坠影响患者的通气，保持气道的通畅，防止
患者的呕吐物进入患者的气管引起窒息。保持患者的气道通畅，
就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对于有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言语功能
障碍、喷射性的呕吐，往往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以免错过最
佳的抢救时机[2]。因此，脑卒中发生后的护理显得尤为重要。本
研究，选择 78 名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治
疗的脑卒中急救患者，分成两组采用不同的护理手段进行干预，
探讨对于脑卒中急救患者的临床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治疗

的脑卒中急救患者78名，分成对照组（n=39）和观察组（n=39）。
其中，对照组男性患者21 人，女性患者 18 人，年龄为43-85

岁，平均年龄（65.56 ± 2.24）岁；观察组男性患者 23 人，女性
患者 16 人，年龄 23-87 岁，平均年龄（66.76 ± 2.32）岁。两组
患者均经过临床确诊且签署同意书，同时，两组患者其他资料具
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即在普通流程下，对护理

工作者不明确分工；
实验组患者采用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的护理方法：（1）

建立护理急救应急小组：选定护理急救应急小组的组长、副组长
和组员。其中组长由护理部有经验的护师担任，副组长辅助组长
的护理工作，对组员进行考核和监督，组员也应选择护师队伍中
的精干力量；（2）建立急救应急小组梯队：设立三组梯队，第一
梯队为院前科人员，第二梯队为院内急救特护小组人员，第三梯
队为院内小组人员。三个不同的梯队分配不同的任务，分别负责
急救前的准备和指导现场流程、转运患者和处理应急现场、负责
院内抢救；（3）建立脑卒中院外护理急救应急预案：当急救科接
到院外救援通知后，护理急救应急小组应立刻组织协调，通知院
内急诊科做好应急准备，此时护理急救应急小组第一梯队人员待
命，准备急救。

1.3 效果评价
使用患者不同阶段耗费的时间和致残率、死亡率和患者满意

度评价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在脑卒中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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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使用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来治疗脑卒中患者对于患者抢救效果的临床影响，并对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方

法：随机选择78名在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治疗的脑卒中急救患者，将这批患者分成两组，其中39名患者作为对照组，采

用常规的护理干预方法，剩下39名患者作为观察组，采用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进行护理干预，探讨采用两种不同护理手段对于脑卒中急救

患者抢救效果的临床影响。结果：观察组在接诊前、接诊至确诊、确诊至治疗消耗的时间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致残率和死亡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且组间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使用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来治疗脑卒中患者能够有效提

升患者的护理安全，实现急救护理安全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管理，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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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计结果使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使用
数（n）和发生率（%）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sx ± ），组间比
较使用 T 检验和 X2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阶段耗费的时间情况
结果显示，观察组在接诊前、接诊至确诊、确诊至治疗消耗

的时间均低于对照组，且两组间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结果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不同阶段耗费的时间情况比较（ sx ± ）

2.2 两组患者致残率、死亡率和患者满意度情况
结果显示，设立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后的观察组患者致

残率（7.69%）和死亡率（25.64%）明显低于对照组（2.56%、
12.82%）；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7.44%）明显优于对照组（84.62%），
且组间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 ＜ 0.05），结果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致残率、死亡率和患者满意度情况比较（n,%）

3　讨论
本研究，随机选择来我院进行护理治疗的脑卒中急救患者，

分别采用常规的和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干预的方法，探讨采
用两种不同护理干预对于脑卒中急救患者抢救后的应用影响。结
果表明，观察组在接诊前、接诊至确诊、确诊至治疗消耗的时间
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致残率和死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护
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使用
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来治疗脑卒中患者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
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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