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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急诊护理流程对脑梗死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黄 燕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在脑梗死患者急救过程中应用改良后急诊护理流程在降低患者死亡率方面所发挥出

的作用。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共 64 例，均选自我院收治的脑梗死患者，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6 月，

按照临床常规护理、改良急诊护理流程两种不同护理方案的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对应组名分别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人数均等，各 32 例。结果 在患者待手术时间、第一救治时间和总死亡率三项指标的

比较上，观察组患者对应数值明显低于另一组，此外，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排尿困难、颅内水肿、运动

障碍等不良症状的发生概率也显著低于另一组，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脑梗死患者

急诊护理流程进行改良，大大提高了临床救治工作的效率，患者的第一救治时间缩短，死亡率降低，具有

较高的使用价值。 
【关键词】脑梗死；急救；急诊护理流程；死亡率 

 

The effect of improv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on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Yan Huang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mproved emergency care procedures in reducing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4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The time period is from November 2018 to June 2020.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wo different nursing programs, clinical routine care and improved emergency care 
procedures,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groups. The corresponding group names were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was equal,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atient's waiting time for operation, the first treatment time and the total mortality,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 In addi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difficulty urinating, intracranial edema, and intracranial edema during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symptoms such as dyskinesia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n indicato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for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linical treatment. The first 
treatment time of patients is shortened, and the mortality rate is reduced. It has a higher 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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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脑梗死是以神经功能缺失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

种神经内科疾病，通常情况下，在患者发病时，往

往是处于睡眠或者休息时。脑栓塞、脑血栓形成是

在不同发病机制下所形成的几种脑梗死疾病类型。

通过对脑梗死疾病的诱发因素进行分析，饮食不当、

过量饮酒、高血压病、过渡精神压力等，均有可能

会增加脑梗死疾病的发生风险。从患病人群年龄上

进行观察，50-6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患有脑梗死疾病

的人数居多，受到疾病因素的影响，患者的部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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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动受限，无法正常的生活，严重情况下，还会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为了让脑梗死患者在

病情发作时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治，需要医护人员相

互配合，根据临床救治工作的需要及患者的护理需

求，对急诊护理流程进行改良，各项护理工作的安

排更加明确，提高脑梗死患者临床急救效率，挽救

患者的生命，达到良好的救治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64 例，均选自我院收治的脑梗

死患者，根据临床护理方案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

展开实验。其中，观察组患者中共 21 位男性、11
位女性，年龄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65 岁、42 岁，

年龄上的平均值为（54.62±2.41）岁，对患者的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行评估，对应评分值为（15.62±
2.47）分；对照组患者共 23 位男性，9 位女性，年

龄上的平均值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值分别为

（55.21±2.78）岁、（15.32±2.84）分，在临床诊

断方式下，所有患者均已经确诊，患者无心肝肺重

要脏器疾病，从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

整理上来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用于对照组。按照以往急诊护理路

径，完成静脉通道的建立、心电图检查，由专业医

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与其他医护人员共同展

开治疗。 
将改良后的急诊护理流程贯穿于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护理中。首先，待患者入院后，医护人员应以

最快的速度对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进行检测，向患

者及其家属询问发病时间及以往病史，对患者的病

情进行初步评估。在溶栓试剂使用前，开展药敏试

验，确保患者满足使用条件后，协助患者开展各项

辅助检查，主要包括头部 CT、血常规、肝肾功能检

查等[1]。 
脑梗死疾病发展速度较快，并且有着较高的致

死率和致残率，为了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到院

后应立即开通绿色通道，至于分院前的手续及费用

等，可在患者的账户中自动录入。在救治过程中，

应首先行吸氧处理，确保患者呼吸顺畅，与此同时，

对患者的血糖、血压等各项生命指标进行检测，根

据患者的症状表现，维护水电解质的平衡，及时进

行补液，为后续溶栓治疗措施的实施，需完成留置

针的置入。 
其次，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量，因疾病的发作，

加上患者身体上存在的不适，极易扰乱患者的心志，

导致患者存在消极、悲观等情绪，若无法及时得到

调整，很容易影响到临床疗效的发挥，难以达到预

期的救治效果。为此，在改良后的急诊护理流程中，

护理人员还应重视健康教育与情绪控制两方面的工

作，与激励性的语言，来增加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

心，使其勇敢对抗病魔，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2]。 

最后，在患者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需全面掌

握患者的疾病信息，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的救治

方案。针对发病时间超过 6 小时的患者，需要对患

者的血常规与凝血功能检查结果进行详细分析，采

用规范性操作，进行溶栓治疗。若患者还存在高血

压合并症，需要对患者的舒张压与收缩压进行控制，

尤其是在溶栓治疗后，前者不应超过 100mmHg，后

者不应超过 180mmHg。溶栓治疗是脑梗死患者的主

要急救方式，在具体治疗环节中，医护人员需要对

患者的体温、瞳孔等各种症状及生命指标进行严密

监测，一旦发现异常，需在医生的指示下，选择是

否要停止操作，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例如：

当患者在溶栓治疗中出现血压升高、头痛等不良反

应时，应停止操作，开展头颅 CT 检查，查看有无

脑出血的情况。待患者救治成功后，对患者的饮食

进行干预，严禁食用动物肝脏、鸡蛋等胆固醇含量

较高的食物。后期患者出院前，对患者进行简单的

健康知识宣教，告知患者具体的疾病管理方法，提

高患者疾病管理能力[3]。 
1.3 观察指标 
在两种急救护理方案的应用下，对患者治疗期

间不良症状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计算对应的概率

值。另外，统计患者的待手术时间、第一救治时间

和死亡率，以上指标作为本次护理效果的评判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数据的整理依靠 SPSS20.0 统计学

软件来完成，（x±s）、%为计量、计数单位，分

别使用 t、x2 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合 P<0.05 的

要求时，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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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观察组患者的第一救治时间和总死亡率两

项指标对应数值明显低于另一组，指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2.2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症状发生率明显

低于另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细数据请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救治情况（x±s） 

组别 例数 待手术时间（min） 第一救治时间（min） 总死亡率 48 小时死亡率 

观察组 32 21.45±3.64 13.74±3.78 2（6.25） 2（6.25） 

对照组 32 35.62±3.74 27.96±4.72 7（21.88） 8（25.00） 

X2/T 值  7.533 6.528 13.245 11.425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中不良症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运动障碍 排尿困难 颅内水肿 

观察组 32 3（9.38） 2（6.25） 1（3.13） 

对照组 32 8（25.00） 7（21.88） 6（18.75） 

X2/T 值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脑组织损伤是脑梗死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受

到疾病因素的影响，患者的运动与感觉功能无法得

到正常的发挥，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性问题，对患

者的生活带来较大的不便。近年来，脑梗死疾病的

发生率不断升高，因患者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各

种并发症的出现，病情严重程度的加剧，许多人因

此而丧失宝贵的生命。 
临床护理是医疗工作开展中不可获取的环节，

为提高脑梗死患者临床救治效率，必须制定完善的

急救护理流程。从以往常规急救护理工作的开展情

况上来看，在急救护理流程的规划上，仍存在较大

的缺陷，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与改良，将其与急救

工作的开展相互融合，在医护人员的相互配合下，

完成各项救治及护理操作，进一步提高脑梗死患者

抢救成功率，挽救患者的生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

果[4]。 
在本次研究当中，从两组患者待手术时间、总

死亡率及运动障碍、颅内水肿不良症状发生率各项

指标的比较上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救治效果更好，

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

应用改良后的急救护理流程，各项护理工作更加明

确化、具体化，脑梗死患者急救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值得推广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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