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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在护理急诊科室采取溶栓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时，采用系统化护理方法对患者病情具有的疗效。方法：将 2019 年 6 月

至 2020 年 6 月间本院收治的 60 例急性脑梗 死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根据研究需求将 60 例患者随机均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

对照组护理措施给予常规模式、观察组护理措施给予系统性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急救总用时与救护成功率、患者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实施系统化护理后的各项对比指标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急诊科在应用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

时可给予系统化护理措施，对患者病情的好转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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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在临床治疗中为常见性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患病后若未

得到及时并有效的治疗，患者器官组织会因缺血而逐渐软化并坏
死，还会威胁患者生命安全[1]。医疗机构在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时
普遍采用溶栓治疗模式，并且需要在此治疗措施中给予有效的护理
方法，进而达到提升救护成功率实现挽救患者生命的目标，以下内
容针对系统化护理措施应用于溶栓治疗过程中具有的效果进行了
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间本院收治的 60 例急性脑梗死

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统计 60 例患者各项资料数据：计算平
均年龄为（60.5±20.5）岁、男女人数分别为 35 例与 25 例；患有
高血压病史的患者人数为 15 例、患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人数为 23
例；救治时出现深度昏迷的患者人数有 8 例、救治时出现轻度昏迷
且伴随失语的患者人数有 20 例、意识清醒的患者人数有 14 例。根
据研究需求将 60 例患者随机均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对比
两组各项资料数据并未显示出明显性差异，此次研究可以继续实
施。 

1.2 方法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中普遍采用溶栓治疗模式，在护理时

分别给予对照组与观察组常规护理与系统化护理方法。对照组的护
理过程主要为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对患者病情状态进行评估等。观
察组的护理过程为：（1）协助主治医师开展早期评估病情并开通
绿色通道，实现在最短时间内进入急救室开展抢救工作。（2）快
速通知各科室人员做好急救准备工作，并由 1 名护理人员指导患者
家属快速办理各项手续。（3）护理人员护送患者至急救室的过程
中，若患者意识处于清醒中要及时给予心理护理过程，增强患者治
疗信心及降低不良情绪，保证患者机体应激反应在急救中处于最低
化。（4）急救前需要影像科对患者脑组织实施检查工作，护理人
员要提前与影像科工作人员协调并告知患者到达时间，保证检查工
作及时完成。（5）护理人员要及时与患者家属沟通了解患者病史，
并根据患者各项检查结果及溶栓指征构建出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6）护理人员要做好急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患者进入急救室
后要遵医嘱及时建立呼吸通路、开展人工输氧措施、完成血样采集
工作，并建立静脉通路及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7）护理人员
要在患者入院后的 4.5h 内开展溶栓护理工作，若患者收缩压与舒张
压水平分别低于 160mmHg 与 110mmHg 以下，护理人员只需要密切
监测患者血压无需采取降压措施。若患者舒张压与收缩压水平分别
在 180mmHg 与 110mmHg 以上时，二次脑出血发生率较高，护理人
员应及时与医生沟通并配合医生开展降压治疗工作。患者溶栓治疗
中，护理人员要遵医嘱给予患者用药指导提升溶栓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护理后的急救总用时、救护成功率、护理

满意度三项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需要观察的各项指标数据输入至 SPSS20.0 软件内完成统计与

处理工作，结果的显示方式分别运用均数（ sx ± ）与（n，%）表
示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两组数据分别采用 t 值检验与卡方检验进
行验证。若 SPSS20.0 软件显示的数值在 0.05 以下，表明两组数据
对比表现出明显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急救总用时与救护成功率的对比 
从下表数据中可知，观察组急救总用时与救护成功率要显著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急救总用时与救护成功率的对比（ sx ± ）（n，
%） 

组别 急救总用时 救护成功率 
对照组（n=30） 3.58±0.19 86.67（26/30） 
观察组（n=30） 1.57±0.18 100.00（30/30） 

P 值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从下表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对护理过程的满意度要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0 10 12 8 73.33 
观察组 30 19 10 1 96.67 

P 值 - - - - ＜0.05 
3 讨论 
急性脑梗死在发病时表现出发病急及具有较高致死率的特点，

在治疗中已经普遍采用溶栓治疗方法，但是需要在治疗中给予有效
的护理过程保证治疗的效果。 

本次研究针对系统化护理模式应用于急性脑梗死溶栓治疗中
具有的效果进行了研究，从结果显示出此护理模式显著提升了急救
总用时、救护成功率、护理满意度，原因是系统化护理保证患者入
院后的每个环节都达到最佳化要求，特别是急性脑梗死患者在发病
后的 4.5h 内开展溶栓治疗具有最佳效果，时间越长其溶栓效果越差
[2]。溶栓治疗是在 4.5h 内开展的，并且治疗中及时给予了护理过程，
最大化地节省了各环节时间并应用于溶栓治疗中，显著提升了患者
治疗效果并挽救了患者生命。 

综上所述，急诊科在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并应用溶栓治疗模式
时，应同时给予系统化护理的过程，可显著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并成
功挽救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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