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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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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探究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后的应用成效及价值。方法：以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在医院急诊科室接

受抢救的 16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为该次实验的研究对象，随机以抽签形式分两组，每组 80 例。常规流程组给予常规急诊护理流程，优化流程组予

以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比两组患者各项成效评估情况。结果：优化流程组在院期间各项参数均少于常规流程（P<0.05），优化流程组的抢救成功率、

致死率、再梗死率及护理满意度高于常规流程组。结论：在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抢救过程中优化急诊护理流程的效果优于常规急诊护理流程，

极大程度上减少了抢救时间，提高了挽救几率，降低了患者安全风险，增加了患者护理满意度，益于建立友好的医患关系，可在临床推广，护理效

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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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当前对人们身体健康危害较大的心血

管疾病，一旦疾病发作需及时进行抢救，若有差池可能使患者生命

受到威胁。因此，临床需不断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以便于及时对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采取抢救措施，挽救患者生命安全。基于此，为进

一步确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后的应用成效

及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在医院急诊科室接受抢救的

16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为该次实验的研究对象，随机以抽签形式

分两组，每组 80 例。优化流程组男女比例为 42:38，年龄 36-72 岁，

平均年龄（57.64±2.10）岁；常规流程组男女比例为 41:39，年龄

38-70 岁，平均年龄（57.52±2.15）岁。对比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等一般资料没有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常规流程组行常规急诊护理流程，接线—派车—就地抢救—手

术准备。 

优化流程组采用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具体操作为：①医院急诊

科室需建立一支一流的护理抢救团队，可分为接线组、接诊组及救

治组，行有序配合，展开院前救治服务体系。②在医院接到紧急呼

叫后，接线员需在电话中安抚患者或其家属情绪并施以自救指导，

同时通知接待组立即出动。③接诊时，相应的医务人员需在转运路

上监测患者的生命指征，问询病史、疾病程度和当前的病情病况，

并在第一时间为救治组提供抢救数据。③救治组依据患者资料情

况，事先制定好抢救措施，入院后，可立刻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

迅速做好试敏、皮肤准备等，一旦条件允许可随时行手术。 

1.3 判断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各项参数，包括分诊评估、首份心电

图、肌钙蛋白 T、建立静脉通道、PCI 及抗凝药等各项所用时间。 

②比较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急性心肌梗死病死率、再梗死率

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24.0 统计软件对此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sx ± ）表示，结果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表示，结果采用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临床各项参数情况 

经护理，优化流程组患者分诊评估、首份心电图、肌钙蛋白 T、

建立静脉通道以及 PCI 各项所花费时间均少于常规流程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在院期间各项参数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分诊评估时间

/min 

首份心电图时间

/min 

肌钙蛋白 T 时间

/min 

建立静脉通道

时间/min 
PCI 时间/min 

抗凝药时间

/min 

优化流程组 80 1.77±0.28 6.48±2.05 14.31±4.31 8.24±1.27 41.25±4.26 12.21±1.23 

常规流程组 80 3.58±0.62 14.52±3.77 26.12±5.03 16.37±2.84 74.63±9.54 19.43±2.24 

t  27.201 15.321 20.215 17.124 23.105 12.340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患者抢救成功率、致死率及再梗死率情况 

与常规流程组相比，优化流程组的抢救成功率、致死率、再梗死率及护理满意度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致死率、再梗死率、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成功率 致死率 再梗死率 护理满意度 

优化流程组 80 79（98.75） 1（1.25） 1（1.25） 78（97.50） 

常规流程组 80 76（95.00） 4（5.00） 5（6.25） 71（88.75） 

t  10.514 3.201 4.612 9.406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近年来，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率急剧上升，其多发群体多为中老

年人，且梗死及再梗死率较高，其首要致病因为患者病情发作时无

法获得及时得医疗救助，进而错失了抢救时机[1]。 

本次研究中，优化流程组在院期间各项参数均少于常规流程

（P<0.05），优化流程组的抢救成功率、致死率、再梗死率及护理

满意度高于常规流程组，此次实验结果与李美丽等人所研究出结果

一致[2]。 

综上所述，优化急诊科室的护理及抢救流程，可以缩减整体接

待时间，使急重症患者抢救及时，避免生命危险，提高挽救几率及

护理质量与满意度，值得在医院急诊科推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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