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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在心内科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患者应

用效果分析 
郝俊芳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心内科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目的:探讨心内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中应用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2023.1~2023.12 期间治疗），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抢救时间、救治成功率、

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抢救时间：研究组更短（P＜0.05），救治成功率：研究组更高（P＜0.05），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更低（P＜0.05）。结

论:心内科 AMI 患者抢救中应用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效果显著，在缩短患者抢救时间、提升救治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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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心内科常见病，是指冠脉阻

塞、供血不足引起的心肌缺血坏死，发病率较高[1]。心前

区压榨性疼痛或憋闷感是该病的常见症状，该病具有起

病急、极凶险、进展快、死亡率高等特点，若不采取及

时治疗，可引起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

脏梗死后综合征、心室壁瘤、栓塞等并发症，也可导致

患者死亡，故需及早治疗[2]。急诊救治是该类患者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除及时救治外，还需加强急救护理，若是

护理得当，将利于促进急救工作顺利进行，并可辅助提

升救治效果[3]。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是一种新型护理模

式，该护理对患者的各个急救流程进行了优化改进，可

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急救效率[4]。本研究即探讨了心内科

AMI 患者抢救中应用该护理的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 AMI 患者（2023.1~2023.12 期

间治疗），随机分为 2 组，即对照组（25 例，男 13 例，

女 12 例，年龄 30~70 岁，平均 53.85±8.37 岁）和研究

组（25 例，男 12 例，女 13 例，年龄 32~73 岁，平均 54.69

±8.01 岁）。纳入标准：①均经确诊；②患者本人或家属

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②合并脑

血管疾病；③存在先天性疾病。两组资料 P＞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协同医生对患者进

行急救处理，并迅速完成采集血液标本送检、做心电图、

建立静脉通道、连接心电监护、给氧等操作，遵医嘱为

患者提供扩张冠脉、减轻心肌耗氧、降脂、抗血栓等治

疗，并密切监测患者症状表现、各项生命体征、心电指

标、血氧饱和度、呼吸状况等，发现异常及时协同医生

处理。研究组应用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如下： 

1.2.1 组建急诊护理小组。由急诊医师、护士长、护

理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护士长负责小组成员的管

理和培训工作，护士长定期开展 AMI 急救知识和技能培

训，并组织模拟演练，培训完成后统一考核，通过培训

提升护理人员急救能力。 

1.2.2 优化急诊护理措施。①优化病情评估：优先执

行紧急评估，后按照“看、问、分诊”顺序开展初步病

情评估，再按照“初步评估、早期检查、再次评估”开

展后续评估，护理人员与医生积极配合，对患者病史情

况、发病时间、诱发因素等进行了解，并了解患者心电

图、心电指标、各项生命体征等，对于病情复杂和危重

者，应用多学科联合诊断模式，同时对患者进行病情分

型评估（采用改良预警评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救

治和护理方案；②优化急救流程：在确定患者病情，由

医生制定治疗方案后，优先处理患者的紧急情况，如心

衰、心律失常、疼痛等，以尽快稳定患者病情，医护人

员各司其职，护理人员 A 遵医嘱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

并密切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症状表现、意识状态、

病情变化等，有异常及时协同医生处理，护理人员 B 为

患者吸氧、连接心电监护，对于心脏骤停者，协同医生

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在接受初步处理后，立即进行再灌

注治疗，如介入治疗或溶栓治疗，以尽快恢复患者的心

肌供血，对于溶栓患者，护理人员迅速遵医嘱给予患者

溶栓治疗，用药时仔细核对，严格控制药物滴速，对于

介入治疗患者，护理人员迅速协助患者完善各项术前检

查和准备，将患者送入导管室，转送期间密切监测患者

各项情况，有异常及时处理。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抢救时间、救治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21.0 软件分析，P＜0.05 表示数据有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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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抢救时间、救治成功率对比 

抢救时间：研究组更短（P＜0.05），救治成功率：

研究组更高（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抢救时间、救治成功率对比（ sx ± ）[n(%)] 

组别 例数 救治时间（min） 救治成功率（%） 

对照组 25 33.12±6.99 21/25（84.00%） 

研究组 25 23.65±7.01 25/45（100.00%） 

t/X2 - 4.783 4.348 

P - 0.001 0.037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更低（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其他 合计（%） 

对照组 25 2（8.00%） 1（4.00%） 3（12.00%） 6/25（24.00%） 

研究组 25 1（4.00%） 0（0.00%） 0（0.00%） 1/25（4.00%） 

X2 - 0.355 1.020 3.192 4.153 

P - 0.552 0.312 0.074 0.042 

3 讨论 

AMI 是临床常见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引起该病

的原因较多，常见的有心肌供氧不足、心肌耗氧增加、

血流灌注量减少等，常见诱发因素有不合理膳食、情绪

激动、过度疲劳、肥胖或超重、血脂异常、吸烟、用力

排便、剧烈运动等[5]。该病以心前区疼痛、胸部不适、心

悸、气促、乏力、烦躁等，这些症状给患者带来的困扰

较大，并且该病进展迅速、极为凶险，若治疗不及时，

可导致患者猝死，故需及早治疗[6]。该病起病突然，发病

后分分秒都关系到救治效果，抢救的越快、越早，患者

的救治成功率也就越高，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也就越

低，故提升急救效率尤为重要[7]。 

护理是 AMI 患者救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常规护

理模式下急救工作开展繁琐、复杂，缺乏规范、标准和

秩序，需选择其他护理[8]。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模式便是一

种有效的护理方式，该方式可通过对急诊救治全流程的

改进、优化而提升急救效率[9]。本研究优化的流程共包括

两个方面，即病情评估、急救流程，优化的病情评估能

迅速、及时对患者做出全面、专业评估，优化的急救流

程医护人员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促进急救工作有条不

紊地开展，并避免配合度较差延误救治时机。本研究中

应用的优化护理模式可确保患者在发病后的短时间内就

得到规范、迅速诊治，从而有效提升了救治效果。结果

显示，抢救时间：研究组更短（P＜0.05），救治成功率：

研究组更高（P＜0.05），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更低（P

＜0.05），可见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是有效的，究其原因与

该护理使得患者的急救工作更有序、规范进行有关。 

综上所述，心内科 AMI 患者抢救中应用全程优化急

诊护理模式效果显著，在缩短患者抢救时间、提升救治

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护

理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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