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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讨急诊护理活动中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的建立及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2 月-2021 年 3月收入我院急诊科的脑卒中患者 7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归为两组，每组

38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急救护理，观察组建立急救护理小组并展开干预，比较两组急诊救

治成效。结果：观察组接诊至确诊时间、确诊至专科救治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死亡率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P

＜0.05）。结论：在脑卒中患者的急诊护理活动中建立急救护理小组，能够为患者争取更多

的急救时间，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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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属于脑血管疾病中起病较急的一种，多因脑部血管闭阻或破裂，致局部血流异常，

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受损而引起。该病若救治不及时，往往会增大患者病死、病残的风险。急

救护理小组是一种以小组分工、相互协作的形式开展的新型急救护理模式，研究认为该模式

可为急诊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1]。为加强对脑卒中的急诊救治，我院

在该病患者的急诊护理活动中建立急救护理小组进行干预，结果较满意。具体示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选取的 76例脑卒中患者资料搜集自 2019年 2月-2021年 3月，均为我院急诊科收

治病例。入选患者均经临床系统检查确诊，患者或家属已签署研究知情协议；已排除伴发严

重心肺肝肾疾病、精神疾病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归为两组，对照组 38例中，男 21

例，女 17 例，年龄 56~78岁，年龄均值为（65.47±6.38）岁；包括 24例为脑梗死，14例

为脑出血。观察组 38例，其中男 20例，女 18例，年龄 57~79岁，年龄均值为（66.03±6.25）

岁；包括 23 例为脑梗死，15例为脑出血。两组间的一般病例信息经 SPSS20.0 软件处理，

显示 P＞0.05，可做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急救护理，按照“接诊→挂号→病情评估→告知医师→急救措施→缴费

→护送检查→等待检查报告→联系相关科室→办理入院→送至住院部”的急救护理标准，为



急诊收入的患者进行相关的急救和干预。

观察组建立急救护理小组并展开干预，具体包括：①按照专业知识、护理技巧、综合素

养等信息，将急诊科护士归为 A、B、C三级，并由该 3个等级的护士组建急救护理小组，

负责各班次的急救护理工作。②接到 120急救电话后，迅速备好平车，备齐抢救物品及仪器，

同时与相关科室取得联系，待患者抵达医院后，第一时间启用生命绿色通道，由小组成员分

工协作，为患者提供急救干预。其中具备 6年以上资历的 A级护士负责站在患者头侧，维

持患者气道通畅，给予患者吸氧、吸痰，配合医师做气管插管，视情况对呼吸机参数进行调

试，注意密切观察患者的基础生命体征（面色、呼吸等），做好病情评估与抢救记录，同时

协调 B、C级护士的工作等；具备 3年资的 B级护士负责为患者开通输液通路和采血，核对

医嘱执行情况，安全转运患者等；具备 1年资的 C 级护士负责为患者作心电监测，准备临

时急救物品，做好术前皮试、清洁皮肤等工作，并负责执行各项医嘱，将标本及时送检、取

回报告单等。

1.3 评估项目

记录两组患者接诊至确诊的时间以及确诊至专科救治的时间，同时统计急诊救治期间发

生坠床、管道滑脱等不良事件的患者占比以及死亡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版本的统计分析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相关救治时间的记录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接诊至确诊时间、确诊至专科救治时间均更短，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相关救治时间的记录结果（ x ±s，min）

组别 接诊至确诊时间 确诊至专科救治时间

观察组（n=38） 22.13±2.11 23.09±5.78

对照组（n=38） 31.84±4.52 34.86±6.30

t 11.999 8.486



P 0.000 0.000

2.2 两组不良事件及死亡发生情况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5.26%，死亡率为 2.6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3.68%和 21.05%，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及死亡发生情况[n(%)]

组别
不良事件

死亡率
坠床 管道滑脱 针刺破 总发生率

观察组（n=38） 0 1 1 2（5.26） 1（2.63）

对照组（n=38） 2 3 4 9（23.68） 8（21.05）

X2 5.208 4.537

P 0.022 0.033

3讨论

脑卒中是人类致死性最高的三大类疾病之一。据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中，罹患

脑卒中者占比达到 0.15%，而病死率高达 0.12%[1]。脑卒中起病急、进展迅速，争取尽早地

发现、鉴别诊断以及急诊救治，对于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尤为关键。

传统急救护理流程能够基本满足对脑卒中患者的急诊救护需要，然而护理人员间分工不

明确，救治高效性欠缺。为更好地救治脑卒中患者的生命，近年有学者提出应用急救护理小

组模式，通过护理人员间明确分工，精准定位，合理协作，使各项急救护理工作得到更有效

的落实，进而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2]。海昕[3]研究了 300例脑卒中急诊患者资料，认

为急救护理小组的开展，能够有效强化护理人员之间的团队配合，缩短救治时间。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采取急救护理小组干预后，该组患者的接诊至确诊时间、确诊至专科救治时

间均明显缩短，同时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死亡率也大大下降，整体急救护理效果较对照组具

有优势，基本符合上述研究观点。分析认为，急救护理小组的建立，能够使患者的急诊救护

工作有了更明确、合理的分工，可充分发挥各级护士的专业能力，为患者的救治争取更多的

时间。小组成员各司其职、配合紧密，不仅可节省救治时间，同时在预防和控制各种不良事

件的发生上也起到了明显作用；而患者救治时间缩短、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则有利于提高

救治成功率、减少死亡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建立急救护理小组对脑卒中患者进行急诊救治，能够明显缩短急救时间，并



减少不良事件以及死亡事件的发生，临床救治效果较传统急救护理更理想，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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