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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肺复苏护理在急诊猝死患者中的应用及价值探究 

唐晶晶 

长沙市第三医院  湖南长沙 

【摘要】目的 研究强化心肺复苏护理在急诊猝死患者中的应用及价值。方法 选择 2021 年到本院急诊部门

收治的猝死患者 100 例，随机分作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护理价值。结果 实验组心肺功能复苏的总有效率 48/50
（96.00%）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心功能与血气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复苏后第 7 天，

实验组 GCS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ICU 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 强化心肺复苏护理运用

在急诊猝死患者中价值较高，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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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intensiv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sudden emergency death. Methods 100 cases of sudden death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in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o analyze the 
nursing valu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48/50 (96.00%) (P < 0.05).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blood gas index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n the 7th day after resuscitation, the 
GCS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length of ICU stay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nursing is of high 
value in patients with sudden emergency death, and worthy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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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出现的概率比较高，此病症发生将会患者的

生命安全构成较大的威胁。中青年作为猝死好发性群

体，由于社会压力、工作节奏、生活压力以及不良嗜

好等等因素所影响，男性发生猝死的概率明显比女性

高。而心肺复苏为治疗呼吸骤停、心脏骤停的重要急

救方式之一，此治疗方式的目的在于将病患的自主呼

吸与循环问题恢复。若是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和呼吸骤

停问题，需即可的给予其心肺复苏干预，不然患者的

生命安全将会被严重威胁[1-3]。对此，需尽早地给予其

心肺复苏干预，提升抢救成功概率，强化康复的效果。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到本院急诊部门收治的猝死患者 100
例，随机分作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50例，年龄 21-78
岁，平均年龄（38.16±4.28）岁；对照组 50 例，年龄

20-78 岁，平均年龄（38.14±4.24）岁，一般资料（P
＞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组内患者接受急救护理，护士准备与管理急救设

备和物品，作为清点工作、保养工作以及维护工作，

使得仪器能够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之下，便于相关人员

可及时的运用。护士需严格的依照急救制度规范化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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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组 
组内患者接受强化心肺复苏护理，具体为： 
①心电监护：因为入院接受心肺复苏患者都是危

重患者，在完成抢救工作之后，需医护工作人员在旁

对其各项生命体征变化情况进行观察，评估其病情进

展。对此，需重视观察其心电监护，强化巡视的频率。

例如，心电监护发生传导阻滞以及室性早搏等等异常

的心电图状态，尽早地报告给医生，给予其高效的护

理服务。 
②脑部复苏护理：护士可在其额头、颈部等等位置

运用湿毛巾进行贴敷，或是运用亚低温方式给予其治

疗，把室温调控在 18℃~20℃，使患者的脑氧代谢例降

低，有效规避脑组织出现再灌注问题，造成损伤加重。 
③气道护理：强化气道管理，给予其氧气湿化干

预，使得患者的气道能够一直地处在湿润的环境下。

针对接受气管插管治疗的患者，更需关注气道湿化护

理，了解呼吸机设备湿化罐中蒸馏水，不可干烧。更

需关注其呼吸道的积水瓶，尽早地倾倒，规避出现反

流到气道问题发生。在开展气道护理中，需沿河地遵

循无菌操作基础原则。 
④增设模拟训练。由资历高的护士进行一对一带

教培训，并进行带教模拟训练，使资历尚浅的护士能

够在 3min 内开展心肺复苏，且不断缩短复苏时间，并

准确通畅患者呼吸道，以提高其应对能力。 
⑤强化时间概念。在模拟抢救过程中一旦时间超

过即停止，使护士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并不断进行

操作，以熟练技术，缩短抢救时间。在实施改进措施

后，通过一系列控制措施的制定，保证能快速进行心

肺复苏急救流程，严格控制急救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的

操作质量，对调整后的急救流程落实情况进行检查[4,5]。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心肺复苏效果：成功、有效、无效；分析心

理状态：SAS、SDS；分析临床指标：E、LVEDD、LVEF、
血氧饱和度、动脉血氧分压、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分析 GCS 评分与 ICU 住院时间。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心肺复苏效果 
实验组心肺功能复苏的总有效率 48/50（96.00%）

显著优于对照组 42/50（84.00%）（P＜0.05），见表 1。 
2.2 分析临床指标 
实验组心功能与血气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2.3 分析 GCS 评分与 ICU 住院时间 
复苏后第 1 天 GCS 评分组间对比（P＞0.05），复

苏后第 7 天，实验组 GCS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ICU 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心搏骤停作为大部分患者发生猝死的主要原因，

有研究证实，存在 70%-80%患者出现猝死一般会出现

在院外或是家中，患者在院外患病没有办法获得医疗

工作人员及时救治，而且患者对心脏复苏操作不够熟

悉，引起猝死出现风险和概率比较高，所以需选取高

效和针对性的抢救方式，在此基础之上给予其护理服

务不可缺少[4-6]。 
表 1 心肺复苏效果对比（n/%） 

组别 显效 一般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n=50） 24/50（48.00%） 24/50（48.00%） 2/50（4.00%） 48/50（96.00%） 

对照组（n=50） 12/50（24.00%） 30/50（60.00%） 8/50（16.00%） 42/50（84.00%） 

X2 - - - 4.0000 

p - - - 0.0455 

表 2 康复效果、心功能对比（ x ±s） 

组别 E（cm/s） LVEDD（mm） LVEF（％） 血氧饱和度（%） 动脉血氧分压（mmhg）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mmhg） 

实验组（n=50） 80.21±9.11 59.13±6.51 68.91±8.07 85.26±6.61 6.52±1.45 7.91±0.34 

对照组（n=50） 68.97±9.54 50.98±6.74 55.04±9.22 93.38±7.25 7.76±0.59 7.64±0.43 

T 值 6.0252 6.1500 8.0043 5.8523 5.6011 3.4828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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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CS 评分、ICU 住院时间（ x ±s） 

组别 复苏后第 1 天 GCS 评分 复苏后第 7 天 GCS 评分 ICU 住院时间（d） 

实验组（n=50） 4.55±0.52 7.45±2.95 14.45±3.01 

对照组（n=50） 4.56±0.22 4.93±1.41 23.50±4.95 

T 值 0.1252 5.4498 11.0460 

P 值 0.9006 0.0000 0.0000 

 
心肺复苏作为对猝死患者最为基础的救治手段，

强化急诊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抢救预后效果[7-8]。强化急

诊护理主要包括心电监护、脑部复苏护理、气道护理、

增设模拟训练、强化时间概念。通过心电监护，对其

各项生命体征变化情况进行观察，评估其病情进展，

能够全方位保证患者病情稳定[9-10]。通过脑部复苏护

理，能够使患者的脑氧代谢例降低，有效规避脑组织

出现再灌注问题，造成损伤加重。通过气道护理，能

够避免出现反流到气道问题发生。通过增设模拟训练，

能够不断缩短复苏时间，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通过

强化时间概念，能够熟练技术，缩短抢救时间，保证

抢救质量[11-13]。强化急诊护理在急诊猝死患者中能够

发挥较大价值。此次研究则分析强化心肺复苏护理在

急诊猝死患者中的应用及价值。结果发现，患者在接

受强化心肺复苏干预后，其相关临床指标改善效果较

好，护理效果较为理想。 
综上，强化心肺复苏护理运用在急诊猝死患者中

价值较高，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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