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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急诊护理研究 

姜鸿淼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连云港 

【摘要】 目的 探究针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中应用急诊护理的临床价值。方法 择取于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间我院接收的心肌梗死患者进行调查研究，共计 50 例，依照随机数字表法的方式将患者进行分组，

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急诊护理，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护理效果与负面情

绪。结果 实验组患者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表示存有临床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在抢救的时间、

急诊至手术的时间、确诊时间、急诊至病房的时间等临床指标对比中全部低于对照组（P<0.05）。在护理满意度

评分的比较中，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数据之间对比有意义。实验组患者的 LVESV、LVEDV、LVEF
优于对照组，临床数据经对比存在数据差异（P＜0.05）；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提高（P＜0.05）。结论 急
诊护理在心肌梗死治疗中能提高救治效率，提高护理满意率，最大程度的缓解病人心理的负面情绪，值得临床推

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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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emergenc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emergency nursing car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clin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ll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comparison of clinical indicators such as the time of 
rescue, the time from emergency to operation, the time of diagnosis, and the time from emergency to ward (P<0.05). In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ata was meaningful. The LVESV, LVEDV and LVEF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data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Conclusion Emergency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and relieve the psychological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Routine nursing; Emergency nursing; Nursing effect;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Negative emotions 
 
急性心肌梗死是指急性心肌缺血性坏死，冠状动

脉供血急剧减少或者中断，导致心肌细胞死亡，多数

患者在发病前几天有乏力，胸部不适，活动时心悸，

气短，烦躁等，发作时胸部疼痛，疼痛特别剧烈，可

以发生心律失常，心脏功能衰竭，休克等，严重者可

以导致死亡[1-2]，在进行急救治疗后，对患者实施护理

能够有效提高急救成功率。我院将急诊护理使用于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中，详细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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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的方法将抽取的 50 例在 2021

年 1月——2021年 12月期间在本院进行急性心肌梗死

治疗的病人进行调查，平均分为实验组 25 例与对照组

25 例，实验组中有患者人数为女性患者 12 例，男性

13 例，年龄为 45-75 岁，平均年龄为（55.00±3.20）
岁，对照组患者中有女性 14 例，男性 11 例，年龄为

44-76 岁，平均年龄为（55.50±3.25）岁，对照组与实

验组的年龄与性别等一般资料均无明显的数据差异

（P>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1）纳入标准：参选患者均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并且无严重并发症，没有其他合并疾病，包

括：肝、脾、肺、肾等重大疾病。 
（2）排除标准：参选患者合并有严重的并发症，

合并其他疾病，包括：肝、脾、肺、肾等重大疾病；

参选患者精神状态差，并且有精神系统疾病。家属未

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抢救护理：对患者进行

生命各项体征监测，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协助医生

完成抢救工作。 
（2）实验组进行急诊护理，患者到达医院后，首

先对患者进行行为评估，医护人员与患者进行沟通与

交流，观察患者的身体状态，对患者的身体进行评估[2]。

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将需要对患者进行快速分诊，并

及时进行补水、吸氧等及时有效的抢救[3,4]。 
注意患者的生命体征、瞳孔、心压、血压，做好

及时抢救的准备。用温柔平缓的语气向患者表述病情，

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减少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

的产生，对于没有家人陪伴的患者，更要稳定患者的

情绪，并通知家人前来医院进行陪护。护理人员要对

患者预后可能存在的并发症进行预判，并进行预防，

常见的并发症存在水肿、尿潴留等情况，要时刻叮嘱

患者多饮水、多排便。护理人员为病人建立了一个静

脉通道，并保持针头到位，以确保顺利给药。 
大多数吗啡镇静剂是根据医疗建议给予的，如老

年患者、休克患者和无意识的安定[5,6]。对于患者的血

管扩张、利尿和心脏强壮，静脉注射硅地林制剂，可

根据情况再次给药。 
1.3 观察指标与分析 
（1）分析对照组、研究组运用不同护理后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将结果分作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总例数/（满意+一般满意）×100%=总满意度。 
（2）观察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使用量表（SDS）、

量表（SAS）。 
（3）记录两组患者的院前抢救所用时间、确诊所

用时间、急诊至手术所用时间、急诊至病房所用时间

并进行比较。 
（4）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评分。分数越高，

满意度越高。 
（5）心功能评价。给药前后采用心脏彩超对患者

心功能进行测定，具体指标包括 LVEF（左心射血分

数）、LVESD（左心室收缩末内径）、LVESD（左室

舒张末内径）。 
（6）采用 SF-36 生活质量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进

行评估。生活质量指标：健康指数、情感得分、社会

指数、生活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式 
研究数据依照统计学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比

较，计数资料如护理满意度应用 χ2检验，以（n，%）

代表，计量资料如满意评分才用 t 检验，以( x 士 s)表
示，当结果 P＜0.05 时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病人对护理的满意度 
实验组对护理的满意程度远远优于对照组满意

度，组间具有较大的数据差异(P<0.05)，实验数据，见

表 1。 
2.2 患者心理情绪数据 
护理前负面情绪评分无差异，实验组患者负面情

绪评分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临床指标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各项时间优于对照组（P<0.05），

组间存在对比意义，见表 3。 
2.4 护理满意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率高于对照组满意率，差异

对比存在意义（P＜0.05），见表 4。 
2.5 心功能评价 
 治疗前无差异，治疗后实验组心功能改善患效果

更好（P＜0.05），见表 5。 
2.6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实验组患者在生活质量各方面指标评分上均高于

对照组，两组间对比结果有临床意义（P<0.05），详

情见表 6。 



姜鸿淼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急诊护理研究 

- 42 - 

表 1 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25 22(88.00) 3(12.00) 0(0.00) 25(100.00) 

对照组 25 19(76.00) 2(8.00) 4(16.00) 21(84.00) 

χ2值     4.3478 

P 值     0.037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评分( 士 s) 

组别 n SAS（分） SDS（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25 78.42±7.23 43.74±4.58 75.61±13.35 45.44±3.68 

对照组 25 78.64±7.35 58.61±7.34 75.18±13.27 56.12±5.64 

t  0.1067 8.5937 0.1142 7.9294 

p  0.9155 0.0000 0.9095 0.0000 

表 3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x 士 s，min) 

组别 例数 院前抢救时间 确诊时间 急诊至手术时间 急诊至病房时间 

实验组 25 21.24± 3.25 34.17±7.65 41.35±7.68 45.75±7.73 

对照组 25 33.11±4.22 61.16±10.01 82.29±10.34 64.12±8.06 

T  11.1425 10.7116 15.8927 8.2246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 4 护理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25 22(88.00) 3(12.00) 0(0.00) 25(100.00) 

对照组 25 16(64.00) 5(20.00) 4(16.00) 21(84.00) 

χ2     4.3478 

P     0.0371 

表 5 心功能比较（n=25，x 士 s） 

组别 治疗后 LVEF（%） 治疗后 LVESD（mm） 治疗后 LVESD（mm） 

实验组 51.68±3.65 53.64±4.21 31.32±2.97 

对照组 43.68±4.68 59.51±4.15 37.49±2.58 

t 6.7396 4.9648 7.8417 

P 0.0000 0.0000 0.0000 

表 6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肢体功能 生活能力 心理状态 人际关系 

实验组 25 9.31±1.78 8.92±2.22 9.42±1.66 9.55±1.31 

对照组 25 7.11±0.96 6.53±1.31 7.12±1.60 7.26±1.82 

T  5.4391 4.6359 4.9879 5.106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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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急性心

肌梗死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急性心肌梗死具

有发病快，发病急的临床特点，因此需要进行及时有

效的治疗。急诊是医院最重要的诊室，工作繁琐。通

过研究表明，急救护理流程干预能够起到良好的护理

效果，对患者采用急诊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急救

成功率，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疾病的后续护理[7-8]，能

够有效促进疾病的康复。护理措施为患者提供了快速

的分诊服务、运输服务和必要的救援服务，不仅缩短

了患者诊断和救援的时间，而且有效地延长了患者的

生存概率。实施心理护理，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抢

救患者后，与病房护理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告知患

者的病情、用药情况，可快速帮助患者提高治疗效率
[9-10]。通过为患者开通绿色通道，缩短患者的急救时间，

使患者能够提高救治效果，相比于常规护理，优势明

显。为了验证急诊护理流程干预对比常规护理存在的

优势，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研究结果优于对照组，

数据对比存在差异（P＜0.05）。 
综上所述，急诊护理可以有效改善心肌梗死病人

的负性情绪，进而提升治疗效果，通过进行急诊护理，

能够缩短救治时间，该模式具备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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