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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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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究对心肺复苏后患者采用急诊护理干预的康复效果影响。方法使用随机、双盲法对本院在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4 月接受治疗的心肺复苏后患者 88 例进行分组，各 44 例。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实验组在常规

组的基础上对患者采用急诊护理干预进行护理，对比两组的康复效果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康复效果明显

好于常规组，并且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明显（P ＜ 0.05）结论	通过应用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

后患者进行护理工作，对提升康复效果以及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都有着重要作用，值得在临床过程中进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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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复苏作为临床上用于抢救心跳骤停患者的主要手

段，对挽救患者生命有着重要作用，在进行心肺复苏后患者

的临床护理过程中，患者心肺复苏后的康复过程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其中主要包括患者的情绪、身体状况以及环境因素

等等。所以就需要对心脏复苏后患者进行高效的护理工作，

从而消除各种因素对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2]。有研究表明采

用急诊护理干预对提高心脏复苏后患者的康复效果有着重

要作用 [1]。所以本院以收治的 88 例心脏复苏后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对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患者的康复效果做了

一个探究，详细内容如下。

一、一般资料和方法

1. 一般资料

使用随机、双盲法对本院在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4

月接受治疗的心肺复苏后患者 88 例进行分组，各 44 例。常

规组年龄 21 ～ 74 岁，平均（52.11±5.02）岁，男患者 31 例、

其中心跳骤停患者发病原因脑出血 4 例，溺水 3 例，一氧化

碳中毒 7 例，心肌梗死 8 例，其他原因 22 例；实验组年龄

22 ～ 75 岁，平均（53.19±5.20）岁，男患者 30 例，其中

脑出血 3 例，溺水 4 例，一氧化碳中毒 8 例，心肌梗死 6 例，

其他原因 23 例。经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

2. 方法

（1）常规组

常规组对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

（2）实验组

在对患者进行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急诊护理干预，

具体护理方法如下

①病房护理：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为患者提供一个

良好的病房环境，首先就需要保证病房内干净整洁、卫生良

好，护理人员定期对病房进行打扫，并且做好消毒工作。同

时在进行患者的护理过程中，要对病房内探视人员数量进行

严格控制，同时还需要对病房外的人流量进行控制，禁止患

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在病房外大声喧哗吵闹，为患者营造

一个安静的护理环境。护理人员要保证病房内有足够的光照

且光线柔和，另外护理人员要从患者的实际感受出发，对

病房内的湿度以及温度进行调节，保证为患者提供一个舒

适的病房环境。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者卧床

期间进行正确指导，保证患者能够有一个舒适的体位，同

时指导患者家协助患者定时翻身，对患者的受压部位做好

按摩护理工作。

②心理护理：患者在进行心肺复苏后很容易产生恐慌、

担忧、焦虑等不良情绪，从而导致患者在护理过程中不积极

配合医护人员工作。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需要加强与患

者的沟通交流，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在患者出现不良

情绪是积极进行心理指导，通过对患者的鼓励以及成功案例

的宣传，使患者能够逐渐建立对治疗的信心，在患者遇到恐

慌情绪时，要引导患者家属对患者进行抚摸或者拥抱，从而

通过患者家属对患者进行心理支持，从而有效保证患者以积

极的心态应对治疗工作。

③病情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心

电指标变化进行密切监测，在遇到患者心肺停跳或者是室性

早搏等情况时，要及时和主治医生进行联系，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治疗。在护理过程中要对患者进行脑部复苏护理，

在护理过程中用湿冷毛巾对患者头部以及颈部进行降温护

理，有效降低患者脑部代谢速率。同时还需要对患者到呼吸

道进行护理，对患者的呼吸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定期对患者

气道进行湿化处理，保证患者在护理过程中能够顺利完成呼

吸活动。同时还需要对患者的气管插管进行定期检查，确保

患者的气管插管固定牢靠，无弯折现象。同时还要定期对患

者的气道插管进行消毒清理，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全程无菌操作。同时还要对患者进行排痰护理，保证患者在

护理过程中呼吸通畅。

3. 观察指标

患者康复效果显效为患者脉搏、呼吸消失、以及神志

不清等症状明显改善，有效为患者经过护理后患者脉搏呼吸

消失，神志不清等症状有一定改善：无效为患者症状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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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观察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率。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0 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计数资料应

用例数率（%），行 x2 检验，当 P ＜ 0.05 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比较

经过对数据的分析以及处理，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

患者康复总有效率为 95.45%，常规组为 72.73%，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常规组 44 18 14 12 72.73
实验组 44 25 17 2 95.45

x2 8.494
P 0.004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经过对数据的分析以及处理，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

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4.55%，常规组为 25.00%，差异明显，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躁动 反应减慢 记忆力减退 总并发症发生率
常规组 44 4 3 4 25.00
实验组 44 1 0 1 4.55

x2 7.311
P 0.007

三、讨论

心肺复苏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通常病情比较严重，

在对患者实施心脏复苏后，大多患者身体受到较大损伤，就

导致患者的恢复效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很难在实际的临床

过程中达到预期效果 [3]。所以就需要在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对

患者进行急诊护理干预 [4]。急诊护理干预在实际的应用过程

中通过严密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并且能够根据护理过程中

的出现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干预，通过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

护关系，从而有效保证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5]。在临床进行

危重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6]。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康复效果以及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

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患者的康复效果有着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在心肺复苏后患者的康复中应用急诊护理

干预，具有康复效果好并发症发病率低等优点，具有突出的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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