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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急诊卒中患者护理中的效果研究 

丁 争，吴 雪* 

淮安八十二医院  江苏淮安 

【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卒中患者护理中优质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急诊诊治的

卒中患者 9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急诊优质护理）与对照组（急诊常规护理）各 49 例，对比效果救治期间相关

指标、急诊衔接情况。结果 观察组救治期间相关指标（就诊至检验科收到样本时间、接诊至急诊医师评估时间

等）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急诊衔接情况（病患急救设备告知率、提前与救援车辆沟通率等）均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 优质护理应用于急诊卒中患者的护理期间对于救治效率的提升以及急诊衔接情况的改善

存在促进作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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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in emergency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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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emergency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98 
stroke patients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March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emergency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emergency routine nursing), 
49 cases each,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connection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The relevant indexes (sample receiving time from clinic to clinical laboratory, emergency physician evaluation time, etc.)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conne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period of emergency stroke patients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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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中的一种常

见病，主要包含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在引起

人类死亡疾病中位于第三位，紧随肿瘤和心脏病之后，

该病特点是病情发展快、复发率高、起病急、致死及致

残率均较高等，对社会、家庭以及患者来讲均存在比较

大影响[1]。有研究指出[2]，临床在抢救卒中患者期间有

一个“黄金时间”，如果患者于黄金时间内获得积极且

有效的治疗可以将其预后显著改善，同时其致残率和

致死率也会出现显著降低。急诊科属于医院抢救危急

重症患者的重要场所，担任抢救卒中患者的重要责任，

若想提升急诊抢救卒中患者的效果，其重点是发病后

的患者可以获得及时的抢救和治疗[3]。所以，对于急诊

诊治的卒中患者，对其采取优质护理，保证护理的规范

性，进而确保患者可以在最少的时间内获得有效救治，

提升护理及抢救治疗，保证患者预后。因此，本研究对

急诊卒中患者应用优质护理，分析其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属于本次研究时间段，

98 例急诊诊治的卒中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观察组 49 例，男 22 例，女 27 例，年龄 44~68 岁，平

均年龄（60.73±4.67）岁；对照组 49 例，男 25 例，女

24 例，年龄 46~70 岁，平均年龄（61.62±3.35）岁，

两组资料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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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对研究内容知情；配合度较高；确诊为

卒中；年龄不限；家属或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伴有传染性疾病患者；伴有血液疾病患

者；精神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凝血功能障碍者；同

时参与其他研究患者；近期（3 个月）出现过心肌梗死

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急诊常规护理，即护理人员帮助入院后患

者的家属进行挂号、建档、创建静脉通道、用药等多个

项目，后进入专科实施治疗。 
观察组：急诊优质护理，包括： 
（1）优化出诊护理。接收患者后，急诊护理人员

需要马上对其进行紧急处理，协助患者对体位进行调

整，同时确保其处于侧卧位，同时始终和患者交流，确

保其头脑始终处于清醒状态。 
（2）结合患者住院后的病情实施分类等级，同时

根据对照组实施数据录入的工作。陪同患者进行多项

检查，如凝血功能、肾脏功能、血常规，奠定患者手术、

溶栓治疗的基础。针对存在主观知觉的患者需要评价

其神经功能，了解其严重情况而进行分类。 
（3）为卒中患者开通绿色通道，确保患者利用最

少的时间落实全部检查工作，确保顺利进行治疗。患者

若在诊断期间产生休克、意识模糊等症状则表示其病

情快速发展，应该立刻实施手术治疗；针对昏迷的患者

离不开护士对患者情况的全面了解，并且关注排痰问

题，防止其产生窒息；针对心跳暂停的患者应该进行心

肺复苏，同时立刻送进急诊室。 
（4）抢救的操作流程需要严格规范。保证患者脑

出血、脉搏、肢体活动、瞳孔、呼吸等病情检查工作在

15min 内完成，落实评估病情工作。开通不低于 2 条静

脉通道，保证患者可以随时获得心电监护、吸氧，对血

压、心电情况密切监测，方便监测及稳定患者各指标；

根据医生指示，在 12min 内为患者服药，收集血样本，

同时检测。确定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后，医护人员需要立

刻与家属联系，同时得到其同意后进行治疗，和家属交

流期间一定要讲解手术及其风险，同时稳定其情绪，指

导其签字、缴费，确保顺利进行手术；得到家属同意后，

于 6min 内将患者送入手术室，同时护理人员在手术过

程中落实基础准备工作，备好手术需要药品、器械，根

据医嘱对患者进行生命体征的监测。在手术过程中小

心出现脑疝、神经并发症等，若出现需要立刻进行处

理。 
（5）优化急诊室环境。发病后的卒中患者其具有

比较凶险的表征，患者、家属常常手忙脚乱，过度焦躁、

担心，从而发生不理智、情绪激动的情况。如果候诊时

间较长会使患者、家属的情绪躁动明显增加，进而出现

不良的医疗时间。所以，急诊护理人员在对患者病症进

行预检、评估时需要尽可能增加工作效率，减少时间，

同时注意安抚患者、家属的情绪。 
（6）对清醒意识患者的情绪需要注意平复。发病

且意识清醒患者其常常情绪出现异常焦躁，护理人员

需要对其及时安抚，同时讲解治疗、病情的大概，确保

患者可以顺利接受治疗。 
1.3 观察指标 
救治期间相关指标（就诊至用药时间、就诊至卒中

医生接诊时间等）、急诊衔接情况（交接时告知病情与

用药率、病患病情交接率等）。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分析数据，计数用（%）表示，行 χ2 检

验，计量用（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代表存

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救治期间的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就诊至用药时间（49.66±3.17）min、就

诊至检验科收到样本时间（15.23±3.71）min、接诊至

放射科评估时间（19.42±2.70）min、就诊至卒中医生

接诊时间（13.09±2.22）min、接诊至急诊医师评估时

间（4.15±1.19）min、；对照组：（82.72±3.51）min、
（33.48±3.15）min、（28.10±3.44）min、（32.16±
3.53）min、（7.10±1.63）min。经过组间比较可知，

观察组时间均少于对照组，统计学存在的差异明显

（P<0.05）。 
2.2 两组患者急诊衔接情况比较 
观察组：交接时告知病情与用药率 91.84%

（45/49）、病患急救设备告知率 87.76%（43/49）、病

患病情交接率 95.92%（47/49）、提前与救援车辆沟通

率 87.76%（43/49）；对照组：55.10%（27/49）、42.86%
（21/49）、61.22%（30/49）、51.02%（25/49），组间

比较存在统计性差异（P<0.05）。 
3 讨论 
卒中属于脑血管因为其堵塞而出现突然破裂，血

液进入大脑，进而出现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该病特

点是发病率、致残、死亡率均较高，对患者正常生活存

在严重影响，而且对于家庭来讲负担较重。同时，现阶

段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加之人们生活、饮食等习

惯的改变，导致此病存在越来越高的发病率，而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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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为老年人[4]，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致残率及死亡

率。所以，若出现疾病应该立刻进行有效控制，若处理

不当回出现脑组织血管的狭窄或者闭塞，进而慢慢坏

死，对神经功能产生损伤[5]，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积极干

预。现阶段，临床对于卒中的治疗以急诊治疗为主，是

由于大部分卒中患者其病情处于急性发展阶段，并且

大多数时候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治疗极有可能恶化其病

情，从而危及其生命安全，增加死亡率[6]。 
在临床中，传统的急诊护理比较常见，该种护理属

于将医师的医嘱作为中心，同时根据医嘱对患者采取

护理服务以及救治处理，急诊救治期间极易由于人员

调配不均以及流程不规范等问题而对抢救的顺利进行

产生影响，进而增加患者救治时间，降低抢救成功率，

同时影响预后[7]。所以，现阶段常规的急诊护理对于卒

中患者临床中存在救治流程优化、减少救治时间的要

求已经不能满足，尽管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在卒

中预后质量显著提升中并没有明显效果，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其应用。所以，急诊优质护理对医院外护理流

程、分诊以及就诊流程进行优化，尽可能减少患者的就

诊时间、抢救和治疗时间，促使救治效果得到提升[8]。

并且，对急诊护理进行改进，合理优化人员分工、救治

流程，有效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分工、分责且相互合

作，不但方便及时应对卒中患者的危及状况，而且也可

以对患者引导，让其对疾病存在正确认知，克服恐惧，

消除不良情绪[9]。急诊优质护理是以传统的急诊救治措

施为基础，以患者及其病情为护理的重点内容及关键

内容，方便患者、家属接受，并且对于构建和谐的护患

关系而言十分重要[10]。本研究结果证实急诊优质护理

效果良好，在优化急诊衔接、减少救治时间中意义重

大。 
总而言之，对于急诊科的卒中患者应用优质护理

干预后，既可以减少患者急诊时间，同时提升急诊衔接

率，值得进一步在临床救治卒中患者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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