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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诊急救与护理措施的实施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抢救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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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采用院前急诊急救，在护理措施的基础上对急性心梗患者抢救效果进行探究。方法：通过选取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

其治疗时间在 2018 年 1 月到 12 月，随机选取，共计患者 60 例。对于一般组来说，采用常规治疗方式。对于观察组来说，通过院前急诊急

救和护理措施相结合进行整体效果的探究。结果：一般组的存活率和救治效果低于观察组。结论：院前急诊急救与护理措施的实施对于急

性心梗患者抢救其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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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梗作为现阶段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由于患者
心脏出现异常，在急性血液的引导下导致心肌组织坏死[1]，其临床
表现为胸前开裂伴有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除此之外还患有低血压
和休克等症状，如果抢救不及时将会造成死亡。对于急性心梗患者
来说，其实行院前急诊急救具有一定的效果。本文通过对急性心梗
的急诊和院前治疗进行探究，通过对 60 例心肌梗死患者进行调查，
其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选取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其治疗时间在 2018 年 1 月到
12 月，随机选取，共计患者 60 例。通过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式对
患者进行分组，其中以患者家属是否拨打急救电话作为分组标准，
对于一般组来说未拨打急救电话，对于观察组来说，拨打急救电话，
随后进行出诊。一般组患者中，其男性人数为 18 例，女性人数 12
例，患者年龄处在 36~78 岁之间，对于观察组来说其中男性人数 16
例，女性人数 14 例，患者年龄为 32~77 岁之间。其中，患者突发
急性心梗类型为前壁、下壁梗死以及后壁梗死 3 种，通过对两组患
者进行年龄性别以及相关资料的比对其无明显差异 
1.2 方法 

对一般组来说，其未拨打急救电话直接进行医院抢救，医院进
行收治后，应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检查通过给予血容量调整。在
对患者进行镇静止痛的基础上，进行常规治疗，随后通过对患者心
率失常进行诊治，在灌注治疗[1]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救治 

对于观察组来说，通过拨打急救电话，随后进行院前急救处理，
措施如下： 

第一，进行紧急疏散医院，在接到急救电话后应对患者的实际
情况进行询问，通过做好急诊前的准备，随后进行相关诊疗的准备
并紧急出车，同时在此过程中，要跟患者家属保持联系，通过对家
属进行指导，采取必要的急救处理时，进行家属叮嘱，不要对患者
进行搬动用让患者保持呼吸和休息。 

第二，进行现场急救。急救医生在到达后，应对患者进行相关
快速检查，通过对患者的心电图进行检查，从而对患者的病情进行
评估，如果患者被确诊为急性心梗，应给予吸氧处理。通过将氧浓
度进行设置[2]，其最佳浓度为 40%左右，随后进行氧流量的设置，
最佳氧流量在 0.3~0.6 毫克。在此基础上进行用药一定程度上能够
对患者的心血管情况进行改善，在改善心绞痛的同时，避免出现梗
死。在院前急救中一般通过采用面罩进行吸氧处理，同时，吸氧作
为当前护理最基本的措施，能够有效提高血氧分压降低死亡率。 

第三，在减少心肌耗氧量的同时建立静脉通道[3]。在确保及时
给药的同时，做好药物的渗出预防，随后根据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
心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如果患者存在焦躁等情况可采用药物注射
的方式，通过给予相关镇定药物以此来对患者的心痛和焦躁情况进
行缓解，如药物没有发挥功效，可以采用吗啡或盐酸哌替啶进行应
用。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患者的情况进行密切关注，如果患者血压低
于正常水平，应给予硝酸甘油进行吞服，含量为 0.3~0.6 毫克。 

第四，进行心理护理。对于患者来说，心肌梗死患者由于其病
情危重，从而导致具有剧烈疼痛，同时会出现窒息和濒死感。对于
此种现象，因此患者及家属极为恐惧，容易出现情绪激动，增加耗
氧量。因此护理人员要通过对患者进行安慰，采用非语言手段，增
加患者信任感，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信心。 

第五，进行转运护理。在转运过程中，应及时和患者的相关科
室进行联系，通过对患者病情进行告知，从而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
时的护理。通过使用担架，确保患者避免出现用力损伤状况。在搬
运过程中，还要对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注意。通过对静脉通路和氧
气面罩[1]等进行护理，防止出现脱落。除此之外，对于患者的意识
呼吸和脉搏的生命体中还要进行密切关注，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应进
行及时处理。 

第六，进行院内交接，在患者到达医院后通过进行及时交接对
患者的相关急救措施用药情况进行报告，从而取得有效联系。 
2.结果

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相关救治效果比对，其中一般组入院前
死亡人数为 2 例，其所占比例为 6.67％。一般组入院后死亡人数为
3 例，所占比例为 10.0％。一般组的整体存活率为 83.3％。观察组
入院前死亡人数为 1 例，所占比例为 3.33％，入院后其同于入院前
死亡人数。一般组存活率为 93.3％。一般组的存活率和救治效果低
于观察组。 

表 1.一般组和观察组相关救治效果比对 
组别 例数 入院前死亡 入院后死亡 存活率 

一般组 30 2（6.67） 3（10.0） 25（83.3） 
观察组 30 1（3.33） 1（3.33） 28（93.3） 

3.讨论
急性心梗由于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因此院前急诊急救来说具

有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早期识别，在周密的护理下提升抢
救率。对于医院来说，应建立训练有素的急救队伍通过由专人进行
急救物品的负责，在对心电图以及急救知识进行培训的同时，提升
整体的救治效果。由于疾病并发症较多，因此用在给予患者吸氧和
止痛镇静的同时，对药物进行应用，确保患者整体救治效果的提升，
本文通过对 60 例患者进行院前急救和转运护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相关救治效果比对，一般组的存活率和救治
效果低于观察组。 

综上所述，院前急诊急救与护理措施的实施对于急性心梗患者
抢救其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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