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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救治效果的研究

赵燕茹
西安交大一附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目的：探究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救治效果的影响。方法：选取在2021年4月到2024年
4月本院收治的7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照组（常规护理）各35
人。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救治效果高（P < 0.05）；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较高（P < 0.05）。结论：对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应用优化急诊护理流程的救治效果高，能够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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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一种常见并严重的心血管急症，其

发作往往突然并迅速造成心肌损伤，甚至危及患者生

命 [1]。据统计[2]，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因急性心肌梗死而

死亡，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在急

性心肌梗死的救治中，急诊护理流程起着关键的作用。

目前，许多医疗机构已经意识到了优化急诊护理流程的

重要性，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改进措施。研究

发现，通过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不仅可以缩短患者等待

诊疗时间，提高急诊护理效率，还可以减少医疗事故风

险[3]。因此，本文旨在探究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救治效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2021年4月到2024年4月本院收治的70例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男18例、女
17例，平均年龄（67.26±5.13）岁；对照组男20例、女
15例，平均年龄（66.87±5.19）岁。资料差异不明显，
P > 0.05。纳入标准：（1）患者必须经医学诊断，确诊
为急性心肌梗死。这通常基于患者的症状（如持续性胸

痛）、心电图表现（如ST段抬高或病理性Q波）以及心肌
坏死标志物的升高；（2）患者或家属必须了解并同意参
与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这确保了研究的合法性和

伦理性。排除标准：（1）首次发病入院者：因为首次发
病的患者与复发患者可能在病情、治疗反应等方面存在

差异；（2）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或沟通障碍者。
1.2  方法
为观察组提供优化急诊护理流程：（1）接诊环节：

当接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急救电话时，急诊团队需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集结并前往现场。在出诊途中，

急救人员需通过电话与患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患

者的具体症状，并指导家属进行初步的自救措施。到达

现场后，急救人员需立即对患者进行病情评估，以迅速

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和紧急程度。迅速建立静脉通道，

为患者提供必要的药物治疗。还需给予患者吸氧措施，

以改善心肌缺氧状态。（2）转运环节。与医院急诊科保
持密切联系，实时通报患者的病情和转运进展，以便医

院方面能够提前做好相应的救治准备。在转运过程中，

特别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安慰和鼓励等方式，减

轻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情绪，提高患者的信任感和配合

度。还需向患者家属详细解释病情和转运过程，以便家

属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配合救治工作。（3）初步评估与
分诊。在患者到达急诊科后，进行快速而准确的初步评

估与分诊，迅速识别出急性心肌梗死的症状，如胸痛、

呼吸困难等，并立即启动急救程序。详细询问患者的病

史，包括既往是否有心脏病史、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以

及此次发病的具体情况和时间等。（4）优化急救流程与
团队协作。简化不必要的步骤、加强各环节之间的衔接

与沟通等。加强医护团队之间的协作与配合，确保在紧

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准确地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救治

措施。（5）持续监测与个性化治疗。护士需密切监测患
者的生命体征和心电图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异常

情况。医生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如介入治疗、溶栓治疗等，以开通梗死相关血管并

恢复心肌的供血。（6）加强患者教育。护士需要向患
者及其家属详细解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因、病理生理过

程以及治疗原则，让他们对疾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

有助于消除他们的恐惧和焦虑情绪，提高他们的治疗依

从性。向患者传授正确的自我监测方法，如如何测量血

压、心率，如何观察自己的病情变化等。让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有效预防病情的复发

和恶化。并且，向患者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

的饮食、戒烟限酒等。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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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身体

状况、生活习惯等，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包括量身

定制运动方案，如进行低强度有氧运动、呼吸操等，旨

在逐步增强心肺功能，

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包括正确用药、基础指导等

方面。

1.3  观察指标
（1）救治效果，显效：患者的心肌功能得到显著恢

复，不再出现胸痛、心律失常等症状，且心电图上的异

常表现（如ST段抬高、病理性Q波等）完全消失。有效：
患者的心肌功能有所恢复，胸痛等症状减轻，心电图上

的异常表现有所改善，但可能仍存在部分异常。无效：

患者的心肌功能未得到恢复，胸痛等症状持续存在或加

重，心电图上的异常表现无明显改善，甚至可能出现新

的异常表现；（2）SF-36量表评价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处理数据，生活质量评分以“（ ）”表

示，“t”检验,救治效果以[n(%)]表示，“x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救治效果：观察组比对照组高（P < 0.05），见
表1。

表1 救治效果【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5 20 13 2 33（94.3）
对照组 35 16 9 10 25（71.4）
x2 6.135
P  < 0.05

2.2  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实施后比对照组高（P < 
0.05），见表2。

表2 生活质量评分（ ，分）

组别 n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功能 总体健康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35 72.14±5.11 91.02±6.35 72.03±4.11 90.87±5.48 71.09±3.47 90.63±5.06 70.28±4.36 90.23±5.15 70.36±3.58 90.49±5.22
对照组 35 71.69±5.33 80.44±5.68 72.10±3.89 80.31±4.22 71.11±3.08 81.30±4.54 71.13±3.74 80.69±4.57 70.41±3.61 81.31±4.58

t 0.362 7.551 0.320 8.968 0.105 7.025 0.362 6.895 0.105 6.395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过程中，急诊护理流程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传统的急诊护理流程，尽管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救治措施，但在面对急性

心肌梗死这类急性、危重的病症时，其效率低下、衔接

不畅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延误了患者的最佳救治时

机，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给患者的生命健

康带来极大的威胁[4]。因此，优化急诊护理流程，提高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效率，已成为当前急诊医学领域

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优化急诊护理流程，是对传统急诊护理模式的一次

深刻反思与革新。它旨在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且高效

的改进措施，使急诊护理流程更加贴合患者的实际需

求，从而提升急救效率，确保患者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得

到更加及时、有效且人性化的救治。优化急诊护理流程

强调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5]。在优化流程中，患者的

需求和感受被放在首位，护理人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

病情变化和心理状态，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且人性化

的护理服务。同时，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具备高度的灵活

性和可适应性。面对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急诊患者，

优化流程能够迅速作出反应，调整救治方案，确保患者

得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并且，优化急诊护理流程还具

备持续改进和优化的特点。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患者需求的不断变化，急诊护理流程也需要不断地进行

改进和优化。而优化后的流程，更加注重数据的收集和

分析，通过反馈机制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了

流程的持续优化和迭代[6]。这种持续改进的精神，不仅保

证了急诊护理流程的高效性和准确性，还有利于医疗机

构的长远发展。本文通过探究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救治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观察组救治

效果高、生活质量改善程度更高（P < 0.05）。原因为：
优化急诊护理流程显著缩短了患者的等待时间和检查时

间。在急性心肌梗死这种紧急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

通过优化流程，护理人员能够迅速响应，及时出诊，并

在转运途中与院内医生紧密沟通，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

绿色通道。这样患者能够更快地接受到专业医生的诊断

和治疗，从而有效减少了因延误治疗而可能产生的并发

症和后遗症，为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基

础。同时，优化急诊护理流程注重现场急救的效率和准

确性。到达现场后，护理人员会迅速评估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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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实施急救措施。他们动作娴熟，专业技术过硬，

能够迅速建立静脉通道，给予患者吸氧等必要的治疗。

这些措施能够改善心肌缺氧状态，缓解患者的焦虑情

绪，为后续的治疗创造有利条件。此外，优化急诊护理

流程还注重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通过

定期培训和考核，护理人员能够不断掌握最新的急救知

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应对能力。这种专业

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护理人员更准确地判断病情和

制定治疗方案，也提高了他们在急救过程中的自信心和

责任感，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可靠的护理服务。

综上所述，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应用优化急诊护理

流程可以获得更高的救治效果，有利于显著提升其生活质

量。总之，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

治效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优化急诊护理流程需

要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探索，需要不断地根据临床

实践和患者需求进行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急诊

护理流程的优化与升级，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救

治服务。未来，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这一领域中

来，共同推动急诊护理流程的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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