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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护理干预的效果评价 
郑颖 

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十二离职干部休养所门诊部  辽宁大连  116021 

摘要：目的：对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施行院前急救护理干预所取得的效果分析。方法：选择 2015 年 08 月- 2020 年 11 月间
在干休所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其例数为 20 例，均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疾病，随机分成分析组，行院前急救护理，比照组行
常规护理。比较 2 组的干预价值。结果：分析组满意度所占的百分比 92.00%；比照组满意度的百分比 76.00%。前者数据高
于后者，P＜0.05，具有临床不均衡性。同时在两组患者抢救过程中，分析组患者急诊停留、分诊评估、急诊时间均优于比照
组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院前急救护理模式应用在急性心肌梗死疾病中，可显著提升护理效果，提
高患者的生存几率，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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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床上急性心肌梗死为一种常见病，多发于老年人群

中，其发病后若是不能及时抢救与治疗，会使得患者生命安

全收到严重威胁；急性心肌梗死是由于患者冠状动脉缺血缺

氧，进而出现了心肌梗死情况，使心脏收缩功能受到影响，

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营养心肌细胞进而出现的器质性疾病
[1-2]

。在院前急救抢救中，其抢救流程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则

是选择 2015 年 08 月-2020 年 11 月间在干休所居住的老年人

为研究对象，其例数为 20 例，均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疾病，

旨在探究采用院前急救护理措施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08 月-2020 年 11 月间在干休所居住的老年

人为研究对象，其例数为 20 例，均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疾病，

随机将其分成分析组与比照组，分析组 20 例患者，男性 12

例，女性 8例，年龄值域为 82 岁-93 岁间，平均年龄（87.50

±1.25）岁，平均体重为（57.12±6.82）kg。比照组 20 例

患者，男性 12 例，女性 8例，年龄值域为 81-97.5 岁间，平

均年龄（89.25±1.33）岁，平均体重为（58.50±6.72）kg。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同质性，P＞0.05。 

1.2 方法 

比照组患者以常规护理干预为主，即指导患者及时卧床

休息，同时展开生命体征监护，注意需开放患者的静脉通道。 

分析组患者则是展开院前急救护理为主，（1）在护理人

员接到急诊信息后，需对急救设备、药物进行全面准备，保

证设备、药物的完整性；对于急诊室内的患者来讲，需要对

其进行输液与面罩吸氧等相关治疗，确保整个治疗过程的规

范性、科学性。（2）进一步优化急救流程，通常情况下接到

门诊部急救电话后，简单了解病情并确认后，医护人员需第

一时间带着急救箱以及心电图机赶赴现场，在急救途中则需

要打电话对现场人员进行指导，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展开简

单的胸外按压，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后，则应该马上实施规范

化心肺复苏术，标准操作高的高质量心肺复苏术，其按压频

率则是 100 次/分钟，按压的深度控制在 5 厘米，同时以保证

患者的胸骨能够完全弹回，在展开按压的时候则需最大限度

减少中断，防止患者发生过度通气情况，影响心肺复苏的效

果。同时展开具体的急救处理措施，给予患者除颤、气管插

管等相关操作，以最大程度挽救患者生命。（3）为了更好的

抢救患者，可以在抢救的过程中构建信息化网络，让患者的

病情能够清晰的显示出来，极大的减少了检诊的时间，从而

有效提高了患者的抢救率。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展开抢救

的时候，应该详细的将抢救记录做好，并且需要将数据进行

整理，以便医生查看，更好的实施抢救。 

2.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比较分析 

分析组中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23 例，满意度所占

的百分比 92.00%；比照组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19 例，

满意度的百分比 76.00%。前者数据高于后者，P＜0.05，具

有临床不均衡性。 

2.2 患者的抢救效率研究 

在两组患者抢救过程中，分析组患者急诊停留时间（8.5

±2.1）min、分诊评估时间（0.8±0.1）min、急诊时间（40.8

±9.0）min；比照组患者急诊停留时间（21.6±5.3）min、

分诊评估时间（2.5±0.9）min、急诊时间（62.5±9.7）min，

对比 2 组数据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10.4726、

p=0.0055；t=9.6123、p=0.0079；t=12.0011、p=0.0000）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心肌梗死也被叫做心肌缺血坏死疾病，患病后极易滋生

多种合并疾病，最常见的则是心律失常情况，此时会增加疾

病治疗的难度，也威胁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3-4]

。在对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致病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包括：休息不正常、

暴饮暴食和过度疲劳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当实施院前急救护

理干预的时候，需重点对患者心电图的变化予以掌握，防止

发生突发事件，同时需要正确引导患者缓解自身心理压力，

使其积极参与整个治疗过程，以便于提升急诊护理工作质量。

除此之外，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展开院前急救后，借助

强化标准化、程序化的救治制度，不但能够有效降低护患纠

纷情况的发生，且也能够提升护理效果，也能够提高患者救

治成功率，也可以帮助心功能得到恢复，缩短了患者的治疗

周期，有利于患者的预后恢复，尽早能够正常生活
[5]
。 

综上所述，院前急救护理模式应用在急性心肌梗死疾病

中，可显著提升护理效果，提高患者的生存几率，进一步保

障了患者的生命安全，故存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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