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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急诊护理用于急性心梗患者的护理效果，为临床提高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 2020 年 2 月~2020 年 10 月期间于我院就诊
的急性心梗患者 64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急诊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者出诊达
到时间、第一救治时间、溶栓时间和住院时间，对比两组患者 ST 段回落、胸痛减轻、心肌酶谱回落情况及其死亡发生率。结果  与对照组
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出诊达到时间、第一救治时间、溶栓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 ST 段回
落、胸痛减轻、心肌酶谱回落占比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高，且其死亡发生率（3.1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1.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急性护理用于急性心梗患者中，能有效缩短患者各项救治时间，降低死亡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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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急性心肌梗死是临床上常见的急性病之一，其发病急促且病死

率较高，若未得到及时救治，会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临床上多
通过开通患者梗死器官，促进血液灌注到心肌，拯救急性心梗患者
的生命。但在其治疗中，赢取抢救时间至关重要，且护理过程所用
时间对其疗效影响较大。为此，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部分急性心
梗患者，研究急性护理对其的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2 月~2020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64 例急性心梗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排除自身免疫功能疾病、重
要器官障碍、神经或语言功能障碍及不能配合本次研究的患者。观
察组患者 32 例，男 17 例，女 15 例，年龄 40~68 岁，平均年龄（53.76
±4.52）岁；对照组患者 32 例，男 20 例，女 12 例，年龄 40~67
岁，平均年龄（53.47±4.46）岁。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P>0.05），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按照护理流程将患者送入医院就诊，确

认患者病情后为其开放绿色通道，治疗后嘱咐患者卧床休息，对患
者进行心电图监测、定时吸氧等常规治疗。 

观察组：实施急诊护理干预。具体操作如下：①入院前：在入
院前抢救及转移时，医护人员应最快速度出诊，在出诊过程中大致
了解患者病情，叮嘱家属进行简单救治，安抚患者情绪，并列出相
应急救措施。到达现场后，及时吸氧，建立静脉输液通道，对患者
各项生命体征密切关注。②运输途中，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取其
仰卧位，联系本院相应科室做好急救准备，患者抵达医院后，及时
对其进行常规检查，尽早确诊患者病情。③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护
理人员及时安抚患者情绪，消除患者不安、焦虑等负面情绪。④对
患者病情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转运计划，在转运过程中应
对其所出现的不良发应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并制定护理干预
方案，做好急诊患者交接工作。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出诊达到时间、第一救治时间、溶栓时间和住院

时间等各项治疗时间，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死亡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做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进

行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比较应用 t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救治时间对比：观察组患者各项救治时间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救治时间对比：（ sx ± ，min） 

组别 
例
数 

出诊达到
时间 

第 一 救 治
时间 

溶栓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
组 

32 
13.27 ±
2.35 

11.02 ±
1.73 

44.64 ±
3.69 

16.37±2.15 

对照
组 

32 
15.48 ±
2.34 

14.69 ±
1.72 

41.05 ±
3.68 

22.19±2.14 

t 值  3.769 8.510 3.896 10.853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救治效果及死亡率对比对比：观察组患者的 ST 段
回落、胸痛减轻、心肌酶谱回落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其死亡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救治效果及死亡率对比对比：[n（%）] 

组别 例
数 

ST 段回落 胸痛减轻 心肌酶谱
回落 

死亡率 

观察
组 

32 27（84.38） 
28

（87.50） 
29（90.63） 1（3.13） 

对照
组 32 13（40.63） 

14
（43.75） 

15（46.44） 
7

（21.88
） 

χ2 值  13.066 13.575 14.254 5.14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23 

三、讨论 
急性心梗病死率极高，有相关研究指出[1]，对急性心梗患者而

言，近一半的患者都在发病 1h 内死亡。因此，对急性心梗患者而
言，抢救时间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2]，致命性心律失常会导致患
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是导致患者快速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
可见，缩短急性心梗患者的发病救治时间，不仅是提高其临床疗效
的重点，更是降低患者病死率的关键。 

急诊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目前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应
用，且已被证实其用于急性心梗患者治疗中具有较好的临床使用价
值。本研究中，实施急诊护理患者出诊达到时间、第一救治时间、
溶栓时间和住院时间均及死亡率明显低于实施常规护理患者，其救
治效果明显高于实施常规护理患者。究其原因：常规护理往往需大
量时间准备，且护理人员仅依照医嘱开展各项施救工作，，进而导
致患者救治效果不佳；而急性护理干预，从出诊到患者抵达医院过
程，对患者的急救工作有明确规划，将运输途中对患者生命体征的
监测、吸氧等救治措施，与对患者的心理疏导有机结合，不仅缓解
了患者的负面情绪，更缩短了患者急诊救治时间，进而不仅提高了
临床治疗效果，更有利于降低患者死亡率。 

综上所述，急诊护理用于急性心梗患者治疗中效果明显，不仅
能缩短其抢救时间，更有利于控制患者死亡率，有较好的临床推广
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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