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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路径在急诊心肺复苏患者护理中的效果

王 欢，李桐言，肖盼盼

沧州市第四医院（南皮县人民医院） 河北沧州

【摘要】目的 针对急诊护理路径在急诊心肺复苏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展开分析。方法 选取 2019年 1月
-2022年 1月期间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150例行心肺复苏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实施急诊护理路径时间前后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75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急诊护理，研究组实施急诊护理路径，比较两组患者各项

临床指标、护理后血气指标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分诊时间、急诊抢救时间、住院时间、球囊扩充时

间均短于对照组；护理后研究组动脉血氧分压（PaO2）高于对照组，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低于对

照组；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急诊心肺复苏患者的护理

中应用急诊护理路径，可为患者争取抢救时间，提高抢救效率，改善患者血气指标，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

对患者康复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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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path o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mergency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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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path in the nursing of emergency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patients. Methods 150 case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ergency nursing path, 7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routine
emergency nursing,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implemented the emergency nursing path.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blood gas indicators after nursing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ime of
triage, emergency rescue, hospitalization and balloon expans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th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2)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2)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nursing path in the nursing of
emergency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patients can strive for rescue time for patients, improve rescue efficiency,
improve patients' blood gas indicators, and enhanc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hich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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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属于临床常用急救方式之一，主要针 对心脏骤停的患者，心脏骤停通常发生较为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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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会对患者心脏及脑等脏器组织产生不可

逆的伤害，对心脏骤停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利于降

低患者死亡率与致残率，减少治疗过程中并发症的

发生率，对患者预后有着重要意义[1]。随着医疗技

术的不断进步，心肺复苏技术也不断完善与优化，

具有规范化与程序化的操作流程。为了提高心肺复

苏的临床效果实施合理的护理干预至关重要，但是

常规护理方式效果并不理想，急诊护理路径是根据

患者入院情况不同给予不同的干预措施，使护理方

式更具有针对，其护理效果更好[2]。本文就针对急

诊护理路径在急诊心肺复苏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展开

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来自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150例行

心肺复苏患者，根据实施急诊护理路径时间前后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75例，对照组男 39例，女

36例，年龄 37-76岁，平均年龄 58.24±2.45岁，研

究组男 37 例，女 38 例，年龄 38-77 岁，平均年龄

57.38±2.31岁，行心肺复苏疾病类型：急性心衰 35
例，创伤性休克 29例，急性心肌梗死 36例，失血

性休克 21例，其他 29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P＞0.05）。
1.2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给予急诊护理路

径护理，主要护理措施如下：

1.2.1:组建路径护理小组

小组成员有急诊科室抢救经验较为丰富的护士

与医生组成，组长由护士长担任，正式开始护理前

对所有小组成员进行急诊路径护理理念及护理操作

的相关培训，增强护理人员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提

升护理专业性。定期组织心肺复苏操作及护理培训

及考核，提升其整体素质，保证护理质量。患者入

院后收集患者年龄、体重、病情等基本资料，并建

立病历档案，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1.2.2病情监测

心肺复苏后密切监测患者各项生命指标，并进

行记录。通常情况下心脏骤停患者会出现缺氧现象

现象，所以立即给予患者吸氧，吸氧过程中注意固

定气管，避免气管脱落或者移位，通气时注意观察

气管是否处于湿润状态，对患者口腔、呼吸道的分

泌物要及时清除，防止呼吸道堵塞，保持患者呼吸

通畅。密切关注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变化情况没出现

异常情况时需要及时报告医生进行对症处理，减少

不良事件发生率。

1.2.3心理护理

心脏骤停通常发病较为突然，患者在苏醒后常

常感到紧张、焦虑、恐惧、不安等，不利于治疗工

作的顺利开展。所以患者苏醒后护理人员要密切关

注患者情绪变化，并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主动为

患者讲解发病原因、治疗流程及注意事项，提升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缓解紧张、不安的情绪。

1.2.4环境及气道护理

注意患者病房的通风与消毒，根据人体舒适温

度调整房间的温度与湿度，将其维持在适宜的范围

内，提高患者治疗舒适度。在房间摆放绿植，使房

间色彩丰富，避免色彩单调使患者产生悲凉感。帮

助患者调整体位为平卧位，在腰骶及颈部放置软枕，

定时为患者翻身与按摩，促进血液循环，减少皮肤

局部压力，预防静脉血栓与压疮。

1.3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主要包括分诊

时间、急诊抢救时间、住院时间、球囊扩充时间；

②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血气指标；③使用本院自制

的满意度调查表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使用 t 和“χ±s”表示

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比较两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

研究组分诊时间、急诊抢救时间、住院时间、

球囊扩充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对比（χ±s）

组别 例数 分诊时间（min） 急诊抢救时间（min） 住院时间（d） 球囊扩充时间（min）

对照组 75 2.15±1.46 57.56±1.83 14.78±5.69 139.12±38.45

研究组 75 0.89±0.24 39.26±5.25 8.29±1.46 92.28±22.76

t - 7.375 28.505 9.568 9.07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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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比较两组患者血气指标

护理后对照组 PaO2 、 PaCO2 指标分别 为

69.18±1.14mmHg、39.12±0.36mmHg，研究组 PaO2、

PaCO2 指 标 分 别 为 75.19±1.58mmHg 、

36.42±0.37mmHg，对比有差异（t1=26.714，P1=0.001，
t2=45.295，P2=0.001，P＜0.05）。

2.3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84.28±2.13分明显低

于研究组 95.28±2.72 分，对比有差异（t=27.574，
P=0.001，P＜0.05）。

3 讨论

心肺复苏是心脏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主要措施

之一，主要是对患者进行胸外心脏按压，促使气道

开放，从而使呼吸功能恢复，改善由于缺氧对各组

织器官造成的损伤[3]。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心脏骤停的抢救流程更加程序化、规范化，抢救效

率与成功率得到有效提升[4]。有研究指出在实施心

肺复苏期间给予合理的护理干预可提升治疗效果，

降低病死率与致残率，对患者预后有着重要意义[5]。

近年来，我国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

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常规护理模式在实

际应用中存在一定限制，灵活度、针对性不足，导

致护理效果并不理想，临床也一直在寻找对心肺复

苏患者更有利的护理方案。

急诊护理路径是一种现代化护理模式，主要是

根据医院与患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有效

提高了护理工作的计划性与预见性，可显著降低治

疗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达到促进患者快速康复

的目的[6]。实施急诊护理路径的优势在于护理人员

不仅会遵循医嘱对患者实施基础护理，还会根据患

者情况实施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护理干预，对患者康

复有重要意义。

建立急诊路径护理小组，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可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性，针对不同患者病情不同

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有效提高了护理质量[7]。对

患者进行病情监测，关注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变化并

进行记录，能够直观地评估患者病情变化，并给予

对症处理，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降低了不良反应

的发生。急诊护理路径弥补了常规护理中心理护理

的欠缺，常规护理以疾病为中心开展护理工作，忽

略了患者本身的需求，这也是常规护理效果欠佳的

重要原因之一。心脏骤停发病较为突然，很多患者

清醒后会产生恐惧、不安等负面情绪，不利于患者

康复，在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负面情绪得到缓解，

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对患者康复有着积极

的促进意义[8]。舒适的环境可提高患者治疗舒适度，

减轻外界因素影响，定期按摩、翻身等可促进患者

血液循环，缓解局部皮肤压力，有效预防静脉血栓

与压疮的发生风险，有助于患者康复。

综上所述，对心脏骤停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可有

效挽救患者生命，但是也会对患者身体造成一定程

度的损伤，为了保证治疗效果，减轻患者身体损伤

程度，就需要在治疗过程中实施合理的护理干预。

急诊护理路径可根据患者情况实施护理，针对性与

专业性更强，对改善患者临床指标、血气指标等有

积极的促进意义，对提升整体护理质量也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具有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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