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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患者的效果研究

周 露 曾 美*

西部战区总医院急诊医学科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目的：分析临 床抢救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病患应用急诊护理干预模式的效果研究。 方法：随机选
取我院自 2020年 1月起，直至 2021年 9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6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病患进行临 床研究，依照
计算机表法将 86例病患均分为 研究组与 对照组两 组，每组病患人 数均为 43例，对照组病患使用传统护理模式，研究
组病患在对照组基础上 采用急诊护理干预模式，对比两 组病患经临 床护理后有效率及临 床各项指标数值。 结果：经临
床研究得出，研究组病患临 床护理有效率为 （97.67%）与 对照组病患临 床护理有效率（81.40%）相对比，研究组病患
护理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病患，且 研究组病患经临 床干预后康复时间、住院时间与 对照组病患相比较，研究组病患
各项临 床指标显著优于 对照组病患，对比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临 床抢救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
律失常病患应用急诊护理干预模式，能够有效提高临 床救治有效率，促进病患康复速度，保障病患机体健康及生命安
全，值得临 床广泛应用与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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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n clinical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clinical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omputer table method,
8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43.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used the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and clinical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clinical nursing. Results:
The clinical study showed that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7.67%), compared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81.40%),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habilit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clinical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parison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n clinical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inical treatment, promote the
recovery speed of patients, and ensure the health and life safety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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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A MI，acute m yocardial in farction ）为
临 床上 较为 常见的冠心病病症[1 ]，该病症是由病患机体内
冠状动脉急性炎症与 持续性血氧引发心肌损坏导致，病症
临 床体现为 胸骨后持续性剧烈疼痛，血清心肌酶活性激增
等症状，病症严 重时能够引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并发
症[2]，甚至危及病患生命健康。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
常症状临 床上 也 较为 常见，除了 临 床必要的救治之 外，辅
以 优质的护理干预也 极为 重要[3]。 本文选取我院自 20 20
年 1 月至 20 21 年 9月期间收治 86例病患进行临 床研究，

并分析出临 床应用急诊护理干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
失常病患护理有效率，具体内容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 床资料
选取我院20 20 年 1 月至20 21 年 9月期间收治的患有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病患 86例进行临 床研究，将
86例病患依照计算机表法均分为 研究组 43例，对照组 43
例，求得病患自身与 病患家属双方签字同意后，申报我院
方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批，待研究项目审核批准后展开临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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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 研究，研究组病患男 23例，女 20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年龄（60 .16± 3.64）岁，病程 1.2-8.2h，平均病
程（4.1 ± 2.1）h，对照组病患男 25例，女 18例，年龄
43-74岁，平均年龄（59.67± 2.48）岁，病程 1.5-8.3h，
平均病程（4.4± 1 .9）h，对比两 组病患一 般资料，差异性
不 显著，P＞0 .0 5，可以 进行对比。

1.2方法
对照组使用传统护理模式，对病患急救前、后进行护

理干预，严 格准守主 治医师指导进行辅助护理工作 ，保障
病患充足休息，如有突发情况，及时联系主 治医生。

研究组在对照组病患基础上 采用急诊护理干预，入院
前急救护理，待护理人 员到达现场后，急诊护理人 员应医
师指导对病患进行对症用药，并实时监测病患生命体征，
对病患施以 缓解心肌疼痛、吸氧、输液等治疗，在救护车
内时，持续观测病患各项机体功能。 入院后，指导病患保
持充足的休息，对病患进行心电图检测与 检查，采集病患
机体血液样本，对病患进行血常规、心肌标志物、心肌酶
及凝血功能进行检测，同时迅速建立静脉通路，并依照病
患临 床体征、表现等对病患进行综合评定。 病患病发期间
多伴随焦虑、紧张等诸多不 良情绪反应等，护理人 员在临
床干预的同时，需不 停出言安慰，降低病患过度紧张的神
经与 紧绷的机体，对病患临 床救治工作 有积极促进的作 用，
同时给予 病患安逸环境进行休息，并指导病患家属积极给
予 病患陪伴，以 此减轻病患过重的内心情绪。

1.3评价 指标
护理人 员密切关注病患临 床各项生命体征并详细记

录，临 床护理有效率= （较为 有效+ 十分有效+ 显著有效）
/小组病患数× 10 0 % 。

1 .4统计学分析
使用型号为 （SPSS24.0 ）的统计学相关软件 进行专 业

数据分析，统计病患基础资料与 病患临 床数据时使用均数
± 标准差（ x ± s）表示，应用 t，X 2检测临 床数据；计
数资料、例数时使用百分比（%）表示，如果（P＞0 .0 5）
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如果（P＜0 .0 5）时，组间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病患经临 床护理干预后有效率对比
经临 床干预后，研究组病患护理有效率为 （97.67%）

该结果，相较于 对照组病患护理有效率（81.40 %），研
究组病患护理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病患，对比差异明显
（P< 0 .0 5），存在统计学意义 。 详情见表 1。
表 1 为 两 组病患经临 床干预后有效率对比[n （%），例]

组别 n
十分
有效

显著
有效

较为
有效

基本
无效

总有
效率

研究
组

43 20 12 1 0 1 97.67

对照
组

43 18 1 0 7 8 81 .40

X 2值 - - - - - 6.0 80 8

P值 - - - - - 0 .0 136

2.2 两 组病患经临 床干预后各项指标数值对比
经临 床干预后，研究组病患康复时间、住院时间等指

标数值与 对照组病患指标数值相对比，研究组病患各项指
标数值明显优于 对照组病患，对比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
义 ，（P< 0 .0 5）。 详情见表 2。
表 2 为 两 组病患各项临 床指标数值对比[（ x ± s），d]

组别 n
临 床各项指标

康复时间 住院时间

研究组 43 1 .13± 0 .27 4.16± 1 .53
对照组 43 2.37± 1 .29 7.35± 2.85
t值 - 6.1695 6.4667

P值 - 0 .0 0 0 0 0 .0 0 0 0
3 讨论

心律失常为 临 床上 急性心肌梗死病症类及其严 重的
并发症症状，该病症在近年来发病几率逐年提升[4]，病患
在病症发作 时会伴随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心脏骤停
等症状，极易导致病患发生脑部损伤，如临 床无法给予 有
效急救时，严 重危及病患的生命安全[5]。 在临 床施以 有效
治疗的同时，临 床急诊护理干预同样十分重要，与 传统护
理模式相对比，急诊护理干预的临 床服务更加全面、细致，
医护人 员对病患机体进行干预服务的同时，兼并心理护理，
全面保障病患机体及身心的康复[6]。 经临 床研究得出，研
究组病患临 床护理有效率为 （97.67%）其结果，显著高
于 对照组病患临 床护理有效率（81.40 %），且 研究组病
患临 床各项康复指标明显优于 对照病患，对比差异明显
（P< 0 .0 5），具备统计学意义 。

综上 所述，临 床干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病患
时应用急诊护理干预模式，能够有效改善病患临 床康复效
果与 时间，提高临 床护理有效率，降低病患内心不 良反应
发生几率，值得临 床使用与 推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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