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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观察 
金梦芸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常州  213000 

摘要：目的：针对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方法：在本院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6 月
期间，随机选取接受心肺复苏急诊治疗的患者 62例，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对比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31例，观察组
采用急诊护理干预，对比组采用传统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概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优于对比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比组（p<0.05）。结论：针对急诊护理干预对
心肺复苏后患者康复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昏迷情况，降低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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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是一种常见的急诊措施，主要用于抢救呼吸心

跳骤停的患者。目前常见的心肺复苏方法，包括人工呼吸和

心脏按摩两种。一般开展心肺复苏急诊治疗的患者多为突发

急性心肌梗塞、溺水、中毒意外事件导致心脏骤停
[1-2]

。为了

能够进一步提高心肺复苏治疗效率，在开展心肺复苏治疗期

间，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护理康复效率。因

此，本文主要针对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患者康复效果

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其中，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式在本院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6 月

期间，随机选取接受心肺复苏急诊治疗的患者 62 例，根据护

理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对比组和观察组。其中，对比组采用

传统护理干预模式，每组患者 31 例，患者年龄均值为

（40.52±5.63）岁，男患者 21 例，女患者 10 例；观察组采

用急诊护理干预模式，每组患者 31 例，患者年龄均值为

（41.03±5.23）岁，男患者 20 例，女患者 11 例。纳入标准：

患者知晓本研究内容签署相关协议，上述患者均接受心肺复

苏急诊治疗。排除标准：患有其他重大疾病、器官严重衰竭

者。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比组患者采用传统护理干预，主要对患者开展心肺复

苏治疗后的各项指标进行严密监测。观察组在传统护理基础

上进行急诊护理干预。第一，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

血氧饱和度等各项指标，使患者的生命体征能够维持在一个

相对稳定的数值内，防止患者因指标波动过大从而危及生命

安全。第二，对患者的作息时间进行严密监测，告知患者在

心肺复苏后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合理安排自身的作息时间，

确保患者的各项指标得到合理控制。第三，心肺复苏治疗结

束后，需要及时用温热毛巾对患者的颈部、头部和胸部进行

湿敷。从而缓解患者的体温，使患者的生命体征得到有效稳

定。第四，需要对病房的温度适度进行有效调节，确保湿度

和温度控制在一个舒适的范围内，给予患者良好的休息环境。

第五，给予患者心理护理和知识宣教，通过与患者面对面交

流了解患者内心疑惑，告知患者治疗方法和护理内容，提高

患者治疗依从度，并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暴躁等不良情绪。

第六，留置管护理，对患者的留置管进行定期更换和消，及

时对患者进行排痰护理，避免出现误吸倒吸的情况发生。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以及不良反

应发生概率。其中，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分值越高，患者的昏

迷程度越低。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抽搐、反应迟钝、身体疼

痛、胸部不适等。 

1.4 统计学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数据处理方法采用 SPSS17.00，格拉斯哥

昏迷量表（GCS）评分采用（ sx  ）进行计量，组间检验用 t

表示，不良反应发生概率采用百分数（%）进行计数，组间检

验用 x
2
表示，若 P<0.05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 GCS 评分为（11.36±1.23）分，

对比组 GCS 评分为（ 7.58 ± 2.02 ）分 ， t=10.362 ，

p=0.001<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68%（3/31），

0.00%（0/31）抽搐、3.23%（1/31）反应迟钝、3.23%（1/31）

身体疼痛、3.23%（1/31）胸部不适；对比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22.58%（7/31），6.45%（2/31）抽搐、6.45%（2/31）反

应迟钝、6.45%（2/31）身体疼痛、3.23%（1/31）胸部不适，

x
2
=10.585，P=0.001<0.05。 

3 讨论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生心脏骤停呼吸停止等现象是最

为紧急的情况之，主要表现为心脏停止、脉搏消失和精神涣

散等，一旦发生心脏骤停的现象，需要立即对患者开展心肺

复苏治疗，提高患者救治效果。为提高心肺复苏治疗效率，

在开展心肺复苏急诊治疗期间，通过开展急诊护理干预措施，

针对患者临床表现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能够提高心

肺复苏治疗效率。在开展时急诊护理干预过程中，通过密切

观察患者心率、血压等指标，能够使患者的身体指标得到稳

定控制，在心肺复苏治疗后同进行相关护理能够使患者的临

床症状得到稳定。同时通过心理护理的能够消除患者消极情

绪，避免患者出现焦虑、暴躁、抵触治疗等负面情绪。通过

急诊护理干预，能够避免患者在开展心肺复苏治疗后出现的

各种不良反应
[3]
。 

综上所述，针对心肺复苏治疗患者通过开展急诊护理干

预后康复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患者GCS

评分，降低在急诊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因此，该护理方

法值得在临床医学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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