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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在急诊胸痛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
骆桂英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 : 目的观察对急诊胸痛患者抢救过程中推行优化急诊护理流程的临床效果。方法于本院急诊收治胸痛患者中筛选 61 例

作为研究对象，将实施常规护理流程阶段患者纳入对照组，将实施优化急诊护理流程阶段收治患者纳入观察组，对比不同

护理流程对抢救效果的影响。结果观察组急诊室停留时间及后续住院治疗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抢救成功率及患者对急诊护

理工作满意程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可显著提升急诊护理工作时效性，进而提升胸痛患

者抢救有效率，并为预后改善奠定良好基础，可提升大众对急诊护理工作满意度，临床意义显著值得重视及借鉴。  

关键词 :胸痛；急诊护理流程；工作优化；抢救效果

现阶段，胸痛已经成为急诊科临床常见病症，在引

发胸痛的原因中，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发病比重最高，对

患者生命安全的影响也比较大，其次为心肌梗死、主动

脉夹层动脉瘤。相关研究证实，急诊由于误诊或者时间

延误造成的死亡率高达 90% 甚至更高。由于胸痛的诱因

较多，在急诊过程中，需要尽快接诊，对胸痛的诱因进

行准确分析，判断疾病类型，才能够进行更具针对性的

抢救。常规急诊护理流程复杂效率较低，容易延误抢救

时机 [1]。针对这一情况，对急诊护理流程进行优化势在

必行且意义重大。本次研究将本院收治于实施常规急诊

护理流程及优化护理流程阶段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重

点分析优化护理流程的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本院急诊收治胸痛患者中筛选 61 例作为研究对

象，收集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纳入对象均

为急诊收治的胸痛患者，病情稳定后配合完成研究。根

据收集阶段急诊护理模式不同分组。观察组，男 18 例，

女 13例，年龄 42-72 岁，均龄指数（52.46±4.32）岁。

发病时间 0.5-8.9h，平均（3.45±1.85）h。对照组，

男19例，女11例，年龄43-73岁，均龄指数（52.72±4.48）

岁。发病时间 0.4-8.8h，平均（3.70±1.92）h。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具同质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急诊护理流程：接诊后尽快将患者

送到急诊室，建立心电监护，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

迅速完成各项辅助检查，必要时及时通知各科医生急会

诊；遵医嘱实施常规急救措施，建立静脉通路，给予吸氧；

根据病情需要做好转运准备。

观察组对急诊护理流程模式进行优化后开展工作：

（1）成立胸痛中心，对护理人员开展定期培训，重视强

化人员胸痛专业知识、急诊流程及抢救技巧、思维判断

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培训结束后，还需要进行严格的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明确各人员岗位职责，要求规

范完成本职岗位工作并协助他人共同完成救治任务；（2）

患者入院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在预检分诊以及急诊区

张贴胸痛患者优先诊疗标识，并张贴胸痛中心地面引导

路线标志；简化一切排队、检查缴费及办理住院手续等

流程，缩短急救前耗时；由护理人员进行初步的护理评

估后，立即通知相关医生会诊开展后续诊治工作；（3）

接诊第一时间，将患者转移至胸痛观察床上，时间不超

过 3 分钟；迅速判断患者胸痛位置，询问家属病史，另

一组人员需要 3 分钟内准备好抢救设备；迅速完成必要

检查，例如心电图和血液生化等，设定计时器及时获取

电子检查结果便于医师判断疾病；（4）做好良好的护患

沟通工作，耐心引导患者家属及时了解患者详细资料，

同时对其进行安抚，并要求医师确定病情后尽快签署知

情同意文件进行治疗，赢得更多的抢救时间。

1.3 观察指标

评价两组急诊抢救指标（疾病确诊时间、急诊室停

留时间）及预后指标（后期住院治疗时间）。评价就诊

抢救效果，以抢救成功、转运及死亡作为评价标准。疾

病稳定后要求患者或家属协助填写科室问卷，评价对急

诊护理工作满意程度，总计 100 分，评分 95 分以上为非

常满意，评分 80-95 分为基本满意，以评分 80 分以下为

不满意，满意率为 100% 及不满意率之差 [2]。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输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n(%) 表示计

数资料接受 x2 检验，（ x false±s）表示计量资料接
受 t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依据为 P＜ 0.05。

2 结果
2.1  急救及预后指标两组比较  

和对照组相比，关注疾病确诊、急诊室滞留及后期

住院治疗时间较短，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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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急救及预后指标两组比较 （ x ±s）

组别 例数 疾病确诊（min） 急诊室停留（min） 住院治疗（d）

观察组 31 1.9±0.2 12.4±2.2 7.2±1.5

对照组 30 3.4±0.5 20.3±3.4 11.5±2.6

t 15.476 10.810 7.944

P 0.000 0.000 0.000

2.2  抢救效果组间对比

两组抢救相关时间比较，观察组抢救成功率较高，

院内复发率较低，住院时间较短（P<0.05）。见表 2。 

表 2 抢救效果组间对比 [n(%)]

组别 例数 成功 转运 死亡

观察组 31 29（93.55） 2（6.45） 0

对照组 30 23（76.67） 4（13.33） 4（13.33）

x2 4.546 0.814 13.133

P 0.033 0.367 0.000

2.3 护理满意度两组对比

观察组不满意1例，本组护理满意度96.77%（30/31），

对照组不满意 6例，本组护理满意度 80.00%（24/30），

计算结果显示，x2=4.223，P=0.040，证实组间对比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

3 讨论
急诊胸痛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等引发的胸部或者躯体

疼痛延伸到胸部的症状总和。其并不是单独疾病类型，

多由其他疾病导致，且临床表现多样化，需要尽早明确

疾病原因及时进行救治，方可保证患者安全及预后情况
[3]。针对此类患者急诊护理难度较大，加之现阶段发病

患者数量剧增，护理压力不断提升。急诊中心既要保证

胸痛患者得到及时的抢救，同时还需要优化护理流程，

确保工作有序进行 [4]。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收集阶段急诊对急诊护理流程

及护理措施进行优化，包括成立胸痛中心，筛选具有一

定急诊胸痛护理经验以及敏感性、应急反应的护理人员

入组。进行培训和考核，强化其综合素养，组建高素质、

高水平护理团队。同时开通绿色通道，缩短救治前时间
[5]。规范人员工作流程，防止忙中出错，出现护理漏项，

影响抢救效果。加强急诊护理时间管理，缩短检查、确诊、

护理等流程耗时，提升人员责任感和紧迫性，赢得更多

宝贵抢救时间 [6]。结果显示观察组急诊室停留时间及后

续住院治疗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抢救成功率及患者对急

诊护理工作满意程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优

化急诊护理流程后，有助于提升急救效率和质量，为预

后奠定良好基础。

综上可知，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后，能够提供更为专业、

精准的护理服务，大大提升急救成功率，也有助于改善

预后，患者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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