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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优化急诊护理在急性脑梗死中的抢救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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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全程优化急诊护理在急性脑梗死中的抢救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6*

例作为本次

研究对象!将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给予全程优化急诊护理&对比
&

组患者的抢救效果&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分诊时间为"

)(*6`)(&&

%

7<=

!抢救总时间为

"

'(&#̀ )('"

%

7<=

!复发率为
%'($"A

!后遗症发生率为
*($6A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分诊时间"

&(#*`)(#9

%

7<=

'抢救总时间

"

"(&9̀ )(9#

%

7<=

'复发率"

#%(6*A

%和后遗症发生率"

'#(66A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评分为"

%'"(%'̀ &'(&%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9$̀ &'(%9

%分!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

%'()%̀ 6(%%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

%*($%̀ 9(9$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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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全程优化急诊护理在急性脑梗死中的抢救效果显著!能缩短抢救

总时间!赢得溶栓时间!有效保护可逆性损伤神经元!促进神经功能缺损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降低急性脑梗死再发率及后遗症

发生率!意义重大&

关键词"全程优化$

!

急诊$

!

护理$

!

急性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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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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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是由脑组织缺血缺氧引

起#急性发作时病死率高#会导致不同程度功能障碍#临床表现

主要以肢体运动障碍(偏瘫(神经功能障碍为主#严重威胁患者

的日常生活)

%

*

+脑梗死发病原因复杂多变#受内在遗传因素和

外在环境因素双重影响+目前#脑梗死急性发作患者的临床治

疗关键在于抓住治疗时间#尽早进行溶栓治疗#提高脑血管的

再通率#保护可逆性损伤神经元#缓解功能障碍)

&

*

+因此#缩短

转运(诊断(治疗的时间尤为关键#这对治疗过程中护理要求较

高#以常规护理方法并不能满足其要求#寻找一种新的护理方

法尤为重要+为此#特选取本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发作患者

6*

例#给予全程优化急诊护理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患者
6*

例进行研究#将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
#'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 %)('#

&岁%其中伴有高血压
&'

例#高血脂

%&

例#冠心病
6

例+观察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99

岁#平均$

*#(#$̀ %)(96

&岁%其中伴有高血压
&&

例#高血脂
%%

例#冠心病
%)

例+本研究通过了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

组患者均对本次治疗目的和治疗方法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

次研究并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经过统计学处理#

&

组患者

在年龄(性别比(病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具

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经头颅计算机断层扫描$

.B

&检查及

临床症状明确诊断为脑梗死且急性发作者%$

&

&发病至入院时

间不超过
*J

者%$

'

&肝肾功能正常且无其他脏器功能严重损

伤者+排除标准!$

%

&伴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者%$

&

&近期有过脑

梗死发作或接受较大手术治疗者%$

'

&有精神类疾病(依从性差

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者+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急诊护理#患者被送至急诊

时迅速推至抢救室进行抢救#连接心电图(呼吸机等急救设备#

测量生命体征并密切监测其变化#做好院前及急诊护理+观察

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全程优化急诊护理#对整个抢救过程

中的护理取长补短进行全面优化#主要从院前抢救(急诊接诊(

术前护理(溶栓护理(术后护理等
"

个方面展开护理+

$(/($

!

院前抢救
!

接到急救电话迅速通知抢救小组出诊#在

车上与现场家属或就近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了解病情#提前做

出初步诊断#指导患者正确自救#赶到事发现场后#护士立即测

量患者生命体征#上心电监护及吸氧装置#抽血#迅速建立静脉

通路#根据医师医嘱静脉补液#同时评价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安抚患者家属#立即转送#一路严密观察

患者的病情变化#转送途中电话联系医院急诊科#根据患者病

情紧急程度开放绿色通道#做好抢救前的用物及药物准备+

$(/(/

!

急诊接诊
!

分诊护士迅速将患者推至抢救室#对患者

病情做出初步判断#连接心电图#采血及时送检进行各项指标

的检查后协同医师进行抢救#指导患者及其家属正确地面对#

帮助调节心理状态#以便更好地配合治疗+

$(/('

!

术前护理
!

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手术治疗目的(效果

及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等#消除患者及其家属的焦虑不安心

理#取得患者配合#提前做好手术中的用物准备+

$(/(1

!

溶栓护理
!

溶栓治疗时护士应严密监测患者的血压变

化#协助患者取合适的卧位#禁食#减少床上翻身运动#严格控

制输液速度#以免出现或加重头痛(恶心症状+

$(/(2

!

术后护理
!

给患者营造安静的治疗环境#绝对卧床休

息#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定时监测血压#待病情稳定后可协助患

者翻身#逐渐过渡到下床活动#指导患者进行关节及语言功能

康复锻炼#嘱咐家属给予患者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纤维(低盐

低脂饮食#忌烟酒+

$('

!

评价指标
!

观察
&

组患者的抢救效果#主要包括!分诊时

间(抢救总时间及复发率和后遗症发生率+分别采用
3GMFJDI

指数及
Y[555

量表对
&

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及

神经功能缺损情况进行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越高#说明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越好#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的

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5,55&)()

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
P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L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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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

!

&

组患者抢救效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的分诊时间(抢救

总时间(复发率和后遗症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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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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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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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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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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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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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抢救效果比较

组别
"

分诊时间

$

P B̀

#

7<=

&

抢救总时间

$

P B̀

#

7<=

&

复发率

)

"

$

A

&*

后遗症发生率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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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 )(#9 "(&9̀ )(9# %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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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

观察组
#' )(*6̀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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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护理前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
!

护理前
&

组

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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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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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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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护理前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

P B̀

'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 6*('"̀ &#(%* %)%(9$̀ &'(%9

观察组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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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

护理前
&

组

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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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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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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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P B̀

'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 &%(66̀ 9('9 %*($%̀ 9(9$

观察组
#' &%(6$̀ 9('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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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是中老年人群常见疾病之一#发病急(快#脑组

织长时间缺血缺氧将严重损伤脑细胞#引起不同程度的功能障

碍#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影响生命质量%发病后如

若治疗不及时#错过溶栓治疗时间窗的最佳时间段#可导致神

经元损伤不可逆转#影响预后)

'

*

+因此#在急诊护理过程中缩

短发病至救治的时间非常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给予急

性脑梗死患者全程优化急诊护理进行抢救治疗效果较好+

表
%

结果显示#通过给予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显著缩短了

分诊时间及抢救总时间+全程优化护理将时间观念贯穿于院

前抢救(急诊分诊及整个溶栓治疗过程+转送途中提前与院内

急诊科室联系#以便提前做好抢救用物的准备#开放绿色通道#

减少医院排队挂号等候时间#为患者尽早溶栓治疗赢得更多时

间$最佳溶栓时间一般要求不超过
*J

&#保证患者在治疗时间

段内有效溶栓#有利于脑组织血氧状态的尽早恢复#减少神经

功能障碍的发生)

#/"

*

+全程优化急诊护理还要求护理人员在术

后及时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通过严密监测患者的病情变

化#待各项指标稳定后#从开始指导患者床上翻身逐渐过渡到

床边(下地活动#鼓励患者自己穿衣(进食#避免肢体功能障

碍)

*

*

+同时#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通过嘱咐患者家属每天监

督患者进食营养丰富(低盐低脂饮食#少量多餐#禁止吸烟酗

酒#有效降低脑梗死再发率及后遗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

9

*

+表
&

(

'

结果显示#全程优化急诊护理更有利于急

性脑梗死发作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通

过快速分诊(评估#根据心电图结果迅速作出诊断#排除心肌梗

死的可能%针对脑梗死急性发作进行有效抢救#使得闭塞的血

管尽早再通#挽救急性脑梗死病灶区域内濒临坏死的神经元#

较短时间内恢复缺血半暗带的血流#保护该区域内可逆性损伤

神经元#从而降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6/$

*

+此外#整个过程中护

理人员都随时给予患者及其家属心理护理#安慰患者家属#缓

解其不安(焦躁的情绪#指导患者正确面对突发疾病#建立对疾

病治疗的信心#提高治疗配合度#有利于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程优化急诊护理在常规急诊护理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对各个

细节进行优化#在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综上所述#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抢救中实施全程优化急诊护

理的效果较好#能有效缩短院前抢救(分诊及接诊时间#为尽早

溶栓争取时间#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恢

复#有效降低急性脑梗死再发率及后遗症发生率#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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