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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诊胸痛患者抢救成功率的作用 
傅经娇 

宣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安徽宣城  2420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对急诊胸痛患者采取优化急诊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研究病例从 2020.5- 2021.5 我院急诊收治的胸痛
患者 70例。由于采取的护理方式不同，分研究组与常规组，分别 35例。常规护理用于常规组，优化急诊护理用于研究组。分
析观察 2组的治疗效果及急诊指标。结果：研究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抢救时间、急诊时间都少于常规组，P<0.05，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的疗效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2 组之间差异较大。结论：对急诊胸痛患者采取优化急诊护理干预的
效果明显，不仅能使患者的抢救时间缩短，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而且能使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临床上建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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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作为急诊科的常见疾病，具有病情急，病情变化快，

病因多样、高死亡率的特点。为此，患者在发病以后，抢救

时间、急救效果对患者的生命挽救，意义重大
[1-2]

。在对患者

的抢救过程中，需要医生与护理人员的紧密配合，最大限度

地减少抢救时间，提升抢救效果
[3-4]

。本文研究分析对急诊胸

痛患者采取优化急诊护理干预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病例从 2020.5-2021.5 我院急诊收治的胸痛患者 70

例。由于采取的护理方式不同，分研究组与常规组，分别 35

例。常规组男 20 例，女 15 例，最小年龄与最大年龄分别为

40 岁、60 岁，平均年龄（51.18±1.15）岁；研究组男 19 例，

女 16 例，最小年龄与最大年龄分别为 41 岁、62 岁，平均年

龄（51.12±2.22）岁。一般资料对比（P＞0.05），具有临

床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施行常规护理，护士接诊后，要马上对患者

分诊，并制定抢救方案，安排抢救手术，把静脉通道建立好，

对患者的血压、心率等要进行监测；同时给予患者吸氧、抽

血、化验等救护措施。 

研究组患者施行急诊优化护理，具体：（1）护士在接诊

后，要询问患者的症状，把抢救的设备准备好，制定好抢救

方案，在 2 分钟内出诊，并指导家属协助患者采取平躺位。

（2）到现场后，护士要马上给患者建立静脉通道，并对其实

施吸氧、输注药物处理。同时对患者的发病时间、发病原因、

疼痛程度、主要症状、生命体征等做好记录。（3）在到达医

院后，护士要立即对患者实施心电图、血常规、胸 X 片等检

查。对患者的病情以及胸痛的类型做好综合分析，确诊患者

的病症。（4）对于不同病因和病症的特点，要给予对应的治

疗，针对高危重症患者要实施急救护理，低于症状较轻的患

者，送人观察病房，给予观察监护。 

1.3 观察指标 

（1）统计对比 2 组患者的急诊指标。包括：抢救时间、

急诊时间、住院时间。 

（2）对比观察 2组患者的疗效。显效：患者抢救 30 分钟

到 60 分钟内，胸痛症状消失；有效：患者抢救 30 分钟到 60

分钟内，胸痛症状减轻；无效：患者抢救后 90 分钟内疼痛感

没有减轻。 

1.4 统计分析 

所应用的计算统计软件是 SPSS25.0 的版本，应用计数型

指标则是（n\%）来表示、再使用 x
2
的方式对相关的检验，用

（ sx  ）表示计量资料，并应用 t 进行检验。如果 P<0.05，

说明两组结果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统计对比 2 组患者的急诊指标 

研究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抢救时间、急诊时间都少于常

规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对比 2组患者的急诊指标（ sx  ，） 

组别 例数 抢救时间 急诊时间 住院时间 

研究组 35 30.45±1.25 41.30±1.58 10.25±1.25 

常规组 35 53.20±2.30 58.15±2.55 14.95±2.25 

t  35.7912 35.1023 11.8672 

P  0.0000 0.0000 0.0002 

2.2 对比观察 2 组患者的疗效 

研究组患者的疗效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2 组之间

差异较大。如表 2： 

表 2 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5 20（57.14） 14（40.00） 1（2.85） 34（97.14%）

常规组 35 16（45.71） 14（37.14） 6（17.14） 29（82.86%）

X
2
     3.9683 

P     0.0463 

3 讨论 

胸痛的发病因素有很多，大多患者患有心肌梗死、ACS

等严重病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的针对治疗，病情比较容易恶

化，给患者的生命健康带来威胁
[5]
。为此，在急诊胸痛抢救

中，一定要完善抢救流程，从而提升抢救效果。 

本次研究得出，研究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抢救时间、急

诊时间都少于常规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研究

组患者的疗效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2 组之间差异较大。 

综上所述，对急诊胸痛患者采取优化急诊护理干预的效

果明显，不仅能使患者的抢救时间缩短，为患者争取更多的

治疗时间，而且能使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临床上建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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