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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护理在急性左心衰患者抢救中的效果 

夏 丹 

南充市中心医院急救医学科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分析急救护理在急性左心衰患者抢救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4 月-2022 年月 5 月期间 60 例

急性左心衰病人作为研究目标，依据随机分组法将纳入人员分为两组，即病例组，对照组，组内各 30 例，对照

组:常规急救护理，病例组：优化急救护理，评估两组护理成果。结果 经不同急救护理后与参照组相比，病例组

急救成功率、急救时间和住院时间均优化，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依从率更高，（P＜0.05）。结论 在对急性左心

衰患者实施抢救过程中，可应用优化急救护理，可有效提升急救质量，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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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mergency care in the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Dan Xia 

Nanchong City Cent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First Aid Medicine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cue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from April 2021 to Ma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grouping method, th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emergency care; the case group: optimized 
emergency ca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success rate of first aid, first aid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case group were optimize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rescu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optimized emergency care 
can be applied,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care,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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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左心衰属于危重症，及时有效的治疗和护理

可大大降低死亡率。急性左心衰是在某种因素的影响

下，心肌收缩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引发心排血

量快速下降，肺循环压力迅速升高所导致的临床综合

症[1]。该种疾病在临床上比较常见，而患有肺炎、高血

压以及老年人群是此种疾病的高发群体。近些年，由

于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导致该种疾病呈现了逐

渐递增的趋势，急性左心衰发病期间，病情可在短时

间内蔓延，患者往往会出现呼吸困难以及咳粉色泡沫

等表现，随着疾病发展会引发休克以及昏迷等严重症

状发生[2]。因急性左心室衰竭疾病具有突发性且病情发

展速度快，患者会存在不同的程度的恐惧以及焦虑等

不良情绪，此种情况会给治疗抢救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在对该种疾病患者抢救过程中，需要开展及时且

有效的急救护理措施，提高病人的治疗效果以及生存

质量[3]。基于此，此次研究中对急性左心衰患者实施针

对性急诊护理，分析和探讨其应用价值，详细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21 年 4 月-2022 年月 5 月，研究目

标：选取该时间段 60 例急性左心衰患者，结合随机分

组的方式将其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组内各 30例患者，

两组纳入人员基础资料介绍如下：对照组男 14 名，女

16 名，年龄在 58-76 岁，均值为（64.17±2.34）岁，

病例组男 13 名，女 17 名，年龄在 59-77 岁，均值为

（65.25±3.01）岁。纳入标准：（1）经相关检查纳入

人员均符合急性左心衰相关标准。（2）知晓此次研究

内容。（3）签订相关同意声明。排出标准：（1）存

在精神障碍者、语言受阻。（2）依从性较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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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研究存在抵触情绪。（4）患其他严重疾病，如

恶性肿瘤等。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急救护理，如抽血检验、减缓心

脏负荷以及心电监护等。病例组开展接受优化急救护

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体位护理：护理人员在接诊以后，需要及时

了解病人症状表现以及身体各项指征，在确保对治疗

效果不会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病人体位，加

强病人的舒适度。还可协助患者双腿自然下垂，以改

善患者静脉回流状态。 
（2）病情监测：护理人员对患者各项生命指征进

行严密监测，实时掌握患者精神状态以及皮肤颜色等

变化情况，倘若发现有关指标出现异常，立即通知主

治医师。若患者存在呼吸受阻等情况，及时为患者进

行加压氧疗护理。 
（3）静脉通道：在建立静脉通路时使用静脉留置

针，并合理控制滴速，避免因为滴速较快加大患者的

不适感。患者精神若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或其肌张力较

高，护理人员可遵医嘱为患者注射镇静剂。 
（4）血养干预护理：在病人发病期间，心脏功能

和呼吸能力均会降低，容易发生气道不畅，引发肺水

肿。所以，为了防止此种情况出现，护理人员需实时

监测病人血氧指标，使用酒精进行湿化氧疗措施，提

升病人氧气的吸入量。 
（5）心理护理：由于急性左心衰疾病不仅发病急

促，并去疾病蔓延速度快且控制的难度性高，会给病

人心理带来严重的心理压力，易发生恐惧、担忧等消

极情绪，甚至大部分患者感觉自己频率死亡，致使情

绪波动加重，此种情况增加了急救的难度性，基于此

种情况护理人员应对意识清晰的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让病人意识到症状会很快得到缓解，通过治疗可康复

出院，提升病人依从性以及调节其不良情绪。 
（6）药物护理：急性左心衰患者在发病阶段需要

给予药物治疗，以加强其心肌收缩能力。部分患者病

情稳定后可能不会按时服用药物，降低治疗效果，依

据此种情况，护理人员应开展健康宣教工作，让病人

充分的意识到按时服用药物的重要性，提升患者的依

从性，使其康复速度加快。此外，在药物治疗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严密监测患者身体各项指标情况，倘若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开展相应的处理措施。 
（7）环境护理：保持病房环境干净整洁，并将室

内温度和湿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病房内要保持良好

的通风，每天对病房进行杀菌消毒，最大程度降低交

叉感染的发生概率。 
（8）转换护理：当患者疾病状态有所稳定后，结

合患者疾病情况将其转送至相关科室中接受进一步的

治疗。在对患者进行转运前期，护理人员与有关科室

人员之间给予有效沟通，确保转运环节的顺利性。在

转运过程中应对患者病情进行严密监测，同时查看患

者固定情况，防止其他不良事项的发生。 
（9）后续护理：当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稳定后，护

理人员指导患者正确的咳嗽方式，定时协助患者改变

体位，确保患者运动和饮食的合理性，使患者自身抵

抗能力得到改善。急性左心衰患者肺内会存在相应的

泡沫，为了清除该些泡沫可使用泡沫剂，增加患者肺

部气体交换面积。倘若患者需要继续接受呼吸机治疗，

护理人员对呼吸机给予定时消毒，在保证不影响患者

疾病的基础上缩短呼吸机使用时间，若治疗过程中，

患者有发生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护理人员应及时通知

医生并遵医嘱对其进行抗感染治疗。 
1.3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急救成功率，对比急救时间和住院

时间；（2）观察两组并发症出现情况。并发症包括心

源性休克以及下肢水肿等；（3）统计两组依从性占比，

依从性包括合理进食以及按时就寝等。 
1.4 统计分析 
获得研究数据采用 SPSS23.0 软件加以处理，数据

计算期间以平均数进行统计，基于数据统计方式以及

随机理论方式开展数据对比。根据参量估计和假设检

验的方式开展数据评估。数据录入与分析均基于双人

核对体系为主，按照数据的类型采用 t 值或χ2 值进行检

验。两组数据对比期间 P 值计算结果＜0.05 代表两组

数据满足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统计两组急救成功率、急救时间以及住院时间 
经不同方式的护理后，病例组急救成功率、急救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2.2 记录两组并发症占比 
经护理后，对照组中有 1 例患者发生心源性休克、

2 例患者出现下肢水肿、3 例发生低氧血症、2 例患者

发生急性肺水肿，并发症占比为（8/30）（26.67%）；

病例组中 1 例患者出现低氧血症，其他患者没有发生

并发症，病例组并发症占比为（1/30）（3.33%），病

例组并发症率与预期目标相近（P＜0.05）。 
2.3 记录两组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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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病例组依从性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急性左心衰不仅病情发展速度快，并且导致死亡

的概率较高。由于该种疾病具备突发性，加之病情凶

险，倘若发病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疾病会

迅速发展危机患者生命健康[4]。在对急性左心衰竭抢救

过程中，高效、快速且合理的急救护理对提升救治率

以及降低死亡率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5]。护理

人员对该种疾病早期发现并进行相应的护理措施对预

后效果有着关键的影响[6]。 
在对急性左心衰患者开展急救护理期间，需要对

护理措施落实的规范性和标准化给予高度重视[7]。优化

急救护理措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开展，在最短的时

间内评估和判断患者疾病状态，为患者开展有效的急

救护理，如此可极大程度提升急性左心衰患者抢救的

成功率，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在以往急救护理开展中，各急救护理措施的落实

需要严格遵循医嘱进行，导致急救过程中常常会发生

护理措施目标不清晰以及不规范等现象出现，并且由

于个别护理人员自身专业水平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有待提升，导致不同的急性左心衰患者救治效果大

相径庭[8]。比如，在以往护理工作开展时，通常会采用

单腔鼻导管的面罩或酒精湿化吸氧将灭菌蒸馏水湿化

吸氧给予取代，以提升抢救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此种方式在开展过程中会使患者长时间处于缺氧状

态，给急性左心衰患者预后效果带来不良影响，同时

还会给患者心肌带来相应的损伤，造成恶性循环的局

面发生[9]。 
再如，常规急救护理措施在开展过程中，护理人

员在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过程中，主要以小型号的钢

针为主。此种方式在使用过程中，会使患者滴注部位

发生肿胀等不良现象，倘若医患人员穿刺能力较差，

患者需要承受多次穿刺才可成功，这样极大程度加大

了患者疼痛感，而优化急救护理措施再落实期间，护

理人员会依据患者疾病状态协助其保持舒适的体位，

使呼吸困难等症状得到缓解，并且在抢救过程中可明

显减少患者耗氧量，不仅可缩短抢救时间，还可降低

其他外部因素给患者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了坠床等

不良事项发生的概率。 

综上所述，将优化急救护理应用于急性左心衰患

者中，不仅可显著提高救治成功率，并且救治时间较

短，并发症出现的风险低，增强患者治疗依从性，从

而为后续治疗提供有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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