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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急救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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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急诊急救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中的应用。方法 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我院急诊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80 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n=40，给予对照组患者

常规护理干预）和实验组（n=40，给予实验组患者急诊急救护理干预），收集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临床信息并加以

分析，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急救时间、死亡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两组在

护理后均有一定好转，但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同时实验组患者的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和急救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诊急救护理可显著缩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时间，改善其临床症状，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患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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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nursing in pre hospital first aid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80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40,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n=40, given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First aid time, mortality and complication 
rate. Results: Both groups improved after nursing, but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tality, complication rate and first aid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Emergency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rescue tim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mprove their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their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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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指人体冠状动脉突发阻塞状况，心

脏血液供应中断，导致心脏肌肉缺少足够的血液养分而

出现坏死，进而使得人体心脏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可能

危及患者生命的一种突发急病[1]。急性心肌梗死起病突

然，病情发展快，短期内便可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因

而在患者发病后需要立即将其送至医院治疗[2]。针对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治疗，临床常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

术进行治疗，此种方法虽能对患者病情起到良好的控制

作用，但容易引起患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为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率，需要对患者实施对应的护理干预[3]。本文

研究的目的即探讨急诊急救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院前急救的影响效果，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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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20年 1月至 2022年 1月期间我院急诊收治

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80 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

为对照组（n=40，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和

实验组（n=40，给予实验组患者急诊急救护理干预）。

其中对照组有男性患者 26 例，占比为 65%，女性患者

14 例，占比为 35%，最大年龄为 40 岁，最小年龄为

20 岁，平均年龄（30.84±9.16）岁；实验组有男性患者

29 例，占比为 72.5%，女性患者 11 例，占比为 27.5%，

最大年龄为 41 岁，最小年龄为 21 岁，平均年龄

（30.89±10.11）岁。使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一般资料进

行分析后显示，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差异较小，其差

异对本次研究结果无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我

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研究。（2）
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心肌梗死诊断标准。（3）所有患

者均无其他严重疾病。（4）所有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好。 
排除标准：（1）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2）

排除合并躯体严重疾病患者。（3）排除患者其他严重

内科疾病的患者。（4）排除肝脏、肾脏、心脏等重要

器官严重功能障碍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需对 80 例患者采用分组研究，分别对实

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实施不同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对比

两组患者的院前护理效果，具体如下： 
1.2.1 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具体为：患者就医

后，护理人员按照急诊治疗流程，结合患者实际情况，

给予患者护理管理服务，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护

理，努力降低心肌梗死发作对患者的伤害，挽救患者生

命。 
1.2.2 实验组 
给予实验组患者急诊急救护理干预，具体措施为： 
（1）接到急诊通知后，快速了解相关信息并将急

救信息通知到急诊科医护人员，提前做好急救相关准

备，入院前同患者家属确认情况，商量急救方案，待患

者入院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救治。 
（2）救护车到达患者身边后，护理人员快速对患

者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如脉搏、心率、血压等，在救护

车上就做好心电图上传至医院胸痛中心工作群，方便医

生快速、准确地对患者病情作出评估。快速建立静脉通

路，遵医嘱给予相应的急救药物治疗，必要时为患者口

服“心梗一包药”。同时，与家属沟通，了解患者用药

情况与病史；对患者情绪做好安抚工作，告知患者保持

情绪稳定，向患者科普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对患者身体造

成影响，不利于治疗，护理人员应适当给予患者心理疏

导，对患者进行鼓励，向患者列举治疗成功的案例，提

高患者治疗信心，如有必要，可给予患者吸氧。如患者

出现室颤，及时做好除颤措施；如出现心源性休克，快

速做好高浓度吸氧干预，在急救中尽量保持动作轻柔，

避免力道过猛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不利于患者抢救。 
（3）在救护车到医院前，急救护理人员采用一系

列的措施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清除患者呼吸道内的

分泌物，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必要时可对其进行气管插

管。在运送患者的途中，急救护理人员与急诊科的医生

保持联系。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收集两组患者临床治疗信息并加以分析，

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急

救时间、死亡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 
采用生活质量评定表对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

进行评估，将生活质量评分满分设置为 100 分，主要包

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功能四

个方面，每项 25 分，总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临床常见急性心肌梗死急救后并发症包括心律失

常、心功能不全以及心衰，并发症发生率=（心律失常

+心功能不全+心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sx ± 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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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 
2.1 实验组和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实验组患者躯体功能评分为（21.25±4.31）分，心

理功能评分为（22.63±4.25）分，物质生活状态评分为

（23.66±3.04）分，社会功能评分为（20.97±2.08）分；

对照组患者躯体功能评分为（14.33±6.12）分，心理功

能评分为（16.69±6.13）分，物质生活状态评分为（15.29
±7.25）分，社会功能评分为（13.51±6.33）分。经过

对比，实验组患者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以及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可见实验组患者

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 t1=5.847，P1=0.001， t2=5.037，P2=0.001，
t3=4.763，P3=0.001，t4=7.081，P4=0.001，P 均＜0.05）。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急救时间对比 
实验组就诊至确诊时间为（15.68±3.46）min，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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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就诊至确诊时间为（27.85±5.31）min，实验组就

诊至确诊时间短于对照组（t=12.145，P＝0.001＜0.05）。 
实验组确诊至救治时间为（25.39±6.36）min，对

照组确诊至救治时间为（36.38±5.71）min，实验组确

诊至救治时间短于对照组（t=8.132，P＝0.001＜0.05）。 
2.3 实验组和对照组死亡率对比 
实验组患者抢救失败死亡有 1 例，死亡率为 2.5%，

对照组患者抢救失败死亡有 5 例，死亡率为 12.5%，经

过对比，实验组患者死亡率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数据

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χ2=7.207，P=0.007＜
0.05）。 

2.4 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经过抢救，实验组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以及心衰

患者的数量分别为 1 例、1 例和 1 例，占比为分别为

2.5%、2.5%和 2.5%，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7.5%；对

照组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以及心衰患者的数量分别为

2 例、2 例和 3 例，占比分别为 5%、5%和 7.5%，对照

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17.5%。对比可知，实验组患者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

学意义（χ2=4.571，P=0.033＜0.05）。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

引起的心肌坏死，临床常见症状为胸骨后疼痛，此病症

通常具有剧烈持久的特点，并且随着病情的发展极有可

能并发心律失常、休克以及心力衰竭，严重者可危及患

者生命[4]。近十年来，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率呈

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45 岁以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数

量日益增加，可见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呈现出年轻化

的趋势，为降低患者死亡率，缓解患者痛苦，需要及时

予以患者对症治疗[5]。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在临床上

被广泛运用，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病情控制具有良

好效果，但治疗后患者容易出现心力衰竭等并发症，为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还需要实施对应的护理干预。 
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

提高，对于护理服务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规

的护理方式护理效果不佳，护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于当

前新形势下人们的护理服务需求[6]。研究显示，科学合

理的急诊急救护理对于提高抢救成功率有着极为重要

的积极意义[7]。因此在本文研究中，对实验组患者实施

急诊急救护理，即是患者在到达医院前，医护人员需要

对患者病情做好全面的评估，了解其基本情况，在急救

过程中，及时监测好患者生命体征，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针对性地急救护理流程，做好实践操作[8]。在急诊急

救护理中，快速做好出诊准备，针对急救通知，及时做

好急救准备，密切监测患者身体状态，为患者提供良好

受到治疗环境，同时给予患者和患者家属健康宣教和心

理护理。经过护理干预，两组在护理后均有一定好转，

但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

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实

验组患者的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和急救时间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急诊急救护理在临床上可显著提升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存活率，降低患者死亡率，缩短急救时间，

提高其生活质量，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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