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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在脑卒中病人抢救中癿应用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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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探究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木事在脑卒中患者抢救中癿应用效果。方法：100例脑卒中患者在知情、自愿前提下被
纳入此研究，亍 2019年 2月到 2020年 2月期间亍我陇接叐抢救，本研究以先对比、后分析癿形式展开，对患者行随机分组，
包括对照组、研究组两个组别，各 50人。对照组行常觃急救护理，研究组建立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展开急救护理，观察指标：
抢救护理指标及死亜呾致残率。结果：研究组抢救护理相兲指标均优亍对照组（P＜0.05）；研究组死亜率、致残率均低亍对照
组（P＜0.05）。结记：对亍脑卒中病人癿抢救来说，以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展开抢救护理巟作有理想效果，因此可行应用。 

兲键词：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抢救效果 

 

脑卒中又称为脑梗死，会导致患者在意识、行动、肢体、
吞咽、记忆等方面均出现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1]，随
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严峻，该疾病发病率显著增加。脑卒中
起病急、病情变化快、致残率和致死率均较高[2]，因此对于
发病患者必须给予及时有效的抢救，抢救过程中护理人员的
配合及工作质量对抢救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提高
急救护理的效果[3]。本文选取 100 例脑卒中患者，围绕脑卒
中急救护理小组木事在脑卒中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展开研
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0 例脑卒中患者在知情、自愿前提下被纳入此研究，
于 2019年 2月到 2020年 2月期间于我院接受抢救，本研究
以先对比、后分析的形式展开，对患者行随机分组，包括对
照组、研究组两个组别。对照组患者资料：人数 50例，男女
占比均为 50％，各含 25例，45岁、61岁分别为患者最小和
最大年纪，（53.37±3.42）岁为年纪平均值。研究组资料：人
数 50例，男女占比分别为 52％和 48％，各含 26例和 24例，
45岁、61岁别为患者最小和最大年纪，（53.40±3.41）岁为
年纪平均值，伦理委员会允许此次研究，患者及家属研究知
情权得到保障，组间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急救护理。护士协助医师对患者行检查、
病情评估、治疗，完成生化、血常规等检查，加强体征及病
情观察，遵医嘱在最短时间内建立静脉通道，给予干预治疗。 

研究组建立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展开急救护理。1）选 1

名急诊科主管护师作为急救护理小组组长，3 名护师作为副
组长，6 名护士作为组员，组织小组进行相关急救知识、技
能的学习，考核合格后上岗，对小组成员职责进行明确分工；
2）急救准备。小组时刻准备好急救所需物品及救护车，接到
120 电话后立即前往，出发后与现场人员保持沟通，了解患
者详细资料，评估患者病情，告知家属注意事项；3）现场处
理。达到后立即行体征监测并评估患者情况，将患者轻挪上
救护车，监测心电图、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畅通、行口腔
及咽喉清理，必要时吸氧，快速建立静脉通道，转运途中做
好对患者的头部保护，及时处理抽搐、低血压等问题；4）院
内急救。遵医嘱行干预治疗，保持体征稳定。 

1.3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抢救护理指标及死亡和致残率。 

抢救护理指标：接诊到确诊时间、总抢救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1.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率表示，连续

性校正 χ2检验；计量资料（ ）表示，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抢救护理相关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研
究组死亡率、致残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急救护理效果对比 

组别 接诊到确诊时间/min 总抢救时间/min 致残率 致死率 

对照组 28.48±2.09 32.41±2.46 8（16％） 8（16％） 

研究组 20.11±1.88 25.26±2.33 2（4％） 1（2％） 

统计值 4.3318 5.0823 4.0000 5.9829 

P 0.0209 0 0.046 0.014 

3 讨论 

对于脑卒中病人的抢救来说，传统的急救护理方法未对
护理人员进行分工，导致流程混乱，更是对抢救效果造成影
响[4]。本次研究以脑卒中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对研究组实施急
救护理，通过组建急救护理小组，明确组内各个护理人员的
工作内容，优化急救流程，促进了接诊过程中的协调及配合，
可有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急救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提高急救护理效果，减低致残和致死率。 

综上所述，对于脑卒中病人的抢救来说，以脑卒中急救
护理小组模式展开抢救护理工作有理想效果，因此可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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