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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介入治疗时的临床疗效分析 
李剑英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目的：讨论研究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介入治疗中运用综合护理的价值作用。方法：选择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期
间院内的 72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运用随机分配方式设置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运用常规护理模式开展对照组的工作，在对观
察组进行常规护理的同时，运用综合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介入治疗持续时间、整体住院治疗时间，对比两组护理有效性。
结果：观察组整体患者介入治疗持续时间与整体住院治疗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有效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介入治疗中运用综合护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整体护理效果水平，缩短介入
治疗时间与患者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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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介入治疗时运用综合护理的价

值作用进行了简要分析，希望可以为提升急性心肌梗死介入

治疗效果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运用随机分配方式将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期间院

内的 72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设置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

组：36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2-79 岁，平均年

龄为（60.36±6.32）岁；观察组：36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3-80 岁，平均年龄为（61.02±6.25）岁。纳

入标准：所有患者都满足急性脑梗死诊断要求；所有患者都

需要进行介入治疗；所有患者都没有认知障碍与意识障碍；

所有患者及家属都清楚本次实验活动，并签署了相关知情同

意文件。所有患者基本资料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方面的

意义（P>0.05）。 

1.2 方法 

运用常规护理模式开展对照组的工作。在对观察组进行

常规护理的同时，运用综合护理模式：术前做好相应的健康

教育工作与心理安抚工作，舒缓患者不良情绪；在介入治疗

室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急救物品，术中随时观察患者的各项生

命提升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马上进行相应处理；术后观

察患者桡动脉穿刺点出血情况、疼痛情况、肿胀情况，做好

消毒处理；提醒患者多喝水，并适当调整输液速度，让患者

身体中的造影剂可以尽早排出，减少介入治疗给患者肾脏部

位带来的不良影响；指导患者家属给患者准备营养均衡的食

物，尽量避免让患者食用高热量、高胆固醇的食物，引导患

者养成少食多餐的饮食习惯；强化用药指导与出院指导工作，

告知患者及家属相关注意事项，提醒患者及时复诊。 

1.3 判断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介入治疗持续时间、整体住院治疗时间。

对比两组护理有效性，总有效包括显效与有效，显效：患者

症状得到有效控制；有效：患者症状有所改善；无效：患者

症状没有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将两组后的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 SPSS22.0 系统中，计数

资料用（n,%）表示，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如果 P 值

不足 0.05，就表示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方面的意

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介入治疗持续时间、整体住院治疗时

间 

观察组介入治疗持续时间、整体住院治疗时间分别为

（74.68±3.21）（分钟）、（9.02±2.68）天，对照组介入

治疗持续时间、整体住院治疗时间分别为（62.01±2.14）（分

钟）、（5.98±2.58）天，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

（t=19.704,P=0.000；t=4.903，P=0.000），观察组整体患者

介入治疗持续时间与整体住院治疗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5）。 

2.2 对比两组护理有效性 

观察组显效有 28 例（77.77%）、有效有 8例（22.22%）、

无效有 0例（0），总有效率为 100%（36/36）；对照组显效

有 19 例（52.77%）、有效有 13 例（36.11%）、无效有 4 例

（11.11%），总有效率为 88.88%（32/36），经过统计学处理

得出结果：（X
2
=13.785,P=0.000；X

2
=4.669，P=0.030；

X
2
=11.763，P=0.000；X

2
=11.774，P=0.000），观察组护理有

效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属于临床医学中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病比

较急，有着较高的致死率
[1]
。 

针对急性心肌梗死经常会运用介入治疗方式，从而控制

患者症状发展，降低患者死亡率，但是在介入治疗过程中还

需要做好相关的护理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介入治疗的价值作

用
[2]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介入治疗

过程中运用综合护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缩短患者介入治疗时间与住院

时间，将整体的治疗效果水平提升到新高度，增强患者及家

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水平，十分有利于患者的康复治疗
[3]
。 

因此，在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过程中运用综合护理模

式，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增强治疗效果，提升整体护理

有效性，减少患者介入治疗与住院时间，具有很好的推广运

用价值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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