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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在胸痛患者护理过程中使用优化的急诊护理流程的临床效果。方法 研究期间选择

在我院急诊科接受治疗的胸痛患者 90 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开始于 2019 年 8 月，结束于 2020 年 8 月，

为了分析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使用对比的方式，故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一组命名

为对照组有 45 例患者，另一组命名为观察组有 45 例患者，分组依据 1:1 的比例完成。两组患者接受不同的

护理方法，分别是对照组（常规急诊护理）、观察组（优化后的急诊护理）；使用不同方法后观察和分析

患者的临床状况，并记录相关数据，主要包括：治疗相关时间、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死亡率

等数据，同时将两组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急诊科停留时间、开始治疗时间、住院时间相

对于对照组有明显的优势，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不良事件发生率、

死亡率分别为（100.0%）、（6.67%）、（0.0%）相对有对照组（88.87%）、（17.78%）、（6.67%）较低，

存在显著差异和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胸痛患者急诊护理的过程中使用优化后的护理流程，能够

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避免不良反应和死亡率的发生，在维护患者生命健康安全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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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sing optimized emergency care procedure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chest pain.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90 patients with chest pain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s. The study 
started in August 2019 and ended in August 2020.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he optimized 
emergency care process, this The study used 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so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was name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5 patients,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nam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5 patients. The grouping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a 1:1 ratio.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emergency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optimized 
emergency care); afte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the patients' clinical condition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and 
relevant data were recorded, including: treatment The relevant tim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mortality data, and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aying time, starting treatment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obvious advantage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effective in treatment, adverse events, and mortality. Respectively (100.0%), (6.67%), (0.0%)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8.87%), (17.78%), (6.67%),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optimized nursing procedures in the emergency care of patients with 
chest pai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avoid adverse reactions and mortalit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maintaining the life and health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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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急诊科是医院中收治病情紧急患者的重要场

所，不同的患者病情种类不同，且严重程度存在一

定的差异，但所有患者病情均较为危急[1]。所以该

科室的护理工作要求较高。在急诊科中常见的症状

就是系统，该症状的发生原因和肺栓塞、主动脉夹

层、心肌梗死有密切的联系，想要改善患者的治疗

效果和预后效果就必须加强急诊科护理工作的实施
[2]。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部分患者进行分析，并采

用不同的护理措施比较，以此探析优化后急诊护理

流程的应用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收治的

急诊科患者 90 例进行分析，将患者分为两组，各组

45 例。所有患者的年龄范围处于 21-80 岁，中位年

龄为（52.12±7.77）岁，资料可用于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工作中使用常规急诊护理模

式。患者接受治疗前要提前进行病情诊断，以此评

估患者的病情状况。同时护理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

患者构建静脉通路，根据医嘱对抢救药物进行合理

使用。另外，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完成各相关检查。

观察组患者使用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操作时按

住以下方法完成：（1）接诊后的护理。如果患者自

行前来就诊，那么护理人员要做好接待工作，并指

导患者完成各项检查，如心电图、血压、心率、心

肌标志物、血样饱和度以及脉搏等方面的检测，根

据检测结果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3]。如果患者属

于急救中心接诊，那么护理人员要充分的了解患者

的情况，并对患者胸痛时间、病情况诱导原因、胸

痛表现等状况进行了解。并询问患者家属，了解患

者是否存在其他并发症和病史，与此同时询问患者

家属病人是否接受过去其他治疗。如果发现患者的

病情较为严重，那么应该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治疗，

费用救治后补交[4]。（2）针对性地对患者进行护理。

对患者的病情分析后，根据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护

理措施。并对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详细的评估，

此时可使用 MEWS（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如果患

者的病情较轻，可将其送入观察区进行监护。如果

患者的病情属于中度危重，那么就需要根据依据为

患者提供监护和相应的护理。如果患者属于危重症

患者，那么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方法进

行治疗[5]。若患者存在心绞痛或心肌梗死，护理人

员要及时为其提供吸氧治疗，并让患者卧床休息，

与此同时建立静脉通道，为患者使用相应的治疗药

物，并严密的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当患者有急性

肺栓塞的情况时，需要为其提供吸氧治疗和止痛治

疗。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进行统计，主要包括：

急诊室停留时间、入院至治疗时间、住院时间等，

将以上数据完善记录，同时比较两组记录后的数据。

另外，统计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和不良事件发生

率，并记录死亡率，将统计后的数据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了明确

数据内容，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计数

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 中，以此完成

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分别

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治疗的表达

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数据比较

存在差异说明有统计学意义，用（P＜0.05）表达。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和护理的相关时间 
（12.28±4.47）min、（17.55±8.37）min 分别

是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急诊科停留的时间、（22.09
±3.36）min、（28.68±5.47）min 分别是观察组和

对照组患者入院至开始治疗的时间、（9.08±2.45）
d、（10.86±3.61）d 分别是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住

院时间；以上数据相比对照组有明显的不足，存在

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和护理后的整体效果 
100.0%（45/45）、88.89%（40/45）分别是观

察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6.67%（3/45）、17.78%
（8/45）分别是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0.0%（0/45）、6.67%（3/45）分别是观察组和对照

组患者的死亡率；以上数据相比观察组有明显优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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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和护理的相关时间（x±s） 

组别 例数 急诊科停留时间（min） 入院至开始治疗时间（min）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45 12.28±4.47 22.09±3.36 9.08±2.45 

对照组 45 17.55±8.37 28.68±5.47 10.86±3.61 

t  5.325 6.371 2.521 

P 值  ＜0.05 ＜0.05 ＜0.05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和护理后的整体效果（n/%） 

组别 例数 治疗有效率 
不良事件 
发生率 

死亡率 

观察组 45 45（100.0%） 3（6.67%） 0（0.0%） 

对照组 45 40（88.89%） 8（17.78%） 3（6.67%） 

X2  11.869 11.253 7.856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急诊科胸痛患者的护理过程中使用优化后的

急诊护理流程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实践表明，该护

理模式的应用，有利于为患者病情的诊断节省时间，

使其能够快速地接受相应的治疗，这种方法缩短了

抢救患者的时间，促进了急诊治疗的成功率，对患

者病情的控制有着良好作用。就优化后的急诊流程

而言，其在实施过程中，要求护理人员采用科学的

评估体系对患者的入院后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评估，

了解其具体病情，以此为根据开展针对性的护理。

另外将优化后的急诊科护理流程应用到化妆的这段

过程中，需要注意患者的胸痛程度并不能直接反应

患者的病情，所以在诊断过程中，需要对患者的病

情进行充分的了解。同时还要注意患者的病情存在

较大变化，在诊断的过程中应该对患者的胸痛时间

以及发病原因和疾病史进行充分的了解。此时还要

注意诊断过程中必应盲目确诊，应该确保诊断的准

确性，可使用心肌标志物检测等技术完成诊断[6]。

最后还要注意，患者机体中的血钾水平和心脏病的

发生以及发展有着正相关关系，诊断时要对其血钾

水平进行严密地监测。本研究表明，对观察组患者

实施优化后的急诊护理流程后，其各方面临床数据

均优于常规急诊护理的对照组，差异十分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胸痛患者的急诊护理中，对护理

方法进行优化并加以应用，有利于节省患者的治疗

时间，促进治疗效果的提高，同时有效的减少了患

者的死亡率，在维护患者生命安全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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