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证护理学理论中#要求在最恰当的护理理论基础上#遵

循产妇的特殊需求和医护人员的护理能力#确保以产妇为中

心#以现实条件为出发点*

(

+

)由于产妇的经济能力不一#因此

本次研究创新性地添加了经济水平评估#减少了贫穷产妇的经

济负担#提升部分产妇的护理体验#满足各层次的产妇需

求*

*4%%

+

)本研究中#试验组采用循证护理的产妇#其产程显著

缩短#出大出血发生率显著降低#说明循证护理降低了产妇损

耗#有助于产妇产后修复#且产妇满意度更好#体现了循证护理

的临床优势)此外#部分研究人员考虑将循证护理与心理护理

相结合#今后将进一步研究分析*

%)4%0

+

)

综上所述#与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比较#循证护理可帮

助产妇缩短产程#减少出血量#产妇满意度高#具有较好的临床

效果#可在分娩护理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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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心肌梗死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谯
!

进%

!任爱红)

!黄
!

江%

!蒲
!

燕%

"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医院(

%/

急诊医学科%

)/

护理部
!

3)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心肌梗死急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5&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施一般院内常规护理!观察组参照临床护理路径实施综合护理!

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急救时间'住院时间及疼痛缓解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

疾病认知度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1

$

&/&0

#$结论
!

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

能够有效提高临床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缩短治疗时间!显著改善患者病情!值得在临床大力推广$

"关键词#

!

临床护理路径%

!

急性心肌梗死%

!

急救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23)4*'00

"

)&%0

#

%*4)*054&)

!!

急性心肌梗死是由于冠状动脉突发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

坏死#发病较急#其典型症状为突发剧烈的胸骨后疼痛)随着

社会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口增多#心肌梗死发病率逐渐增高#

美国每年发生心肌梗死的患者达到
%0&

万人#国内也呈上升趋

势#每年新发病例也达到
0&

万人*

%45

+

)该疾病发生,发展较快#

如果诊治不及时#容易使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

'

+

)相应的

护理工作应当引起重视#全面细致地观察患者的病情非常重

要#合理规范的护理流程可以减少诊疗初期的时间浪费#提高

抢救成功率#本科室对就诊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实施临床护理

路径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5&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各
20

例#对照组中男性
52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22/02g%)/35

%岁(观察组中男性
5(

例#女性

)3

例#年龄
5&

!

3*

岁#平均$

20/%3g%%/2)

%岁)

%5&

患者中#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5)

例#前壁梗死
55

例#广泛前壁梗死
)&

例#前间壁梗死
%0

例#下侧壁梗死
%%

例#后壁梗死
%5

例#高侧

壁梗死
2

例)两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

&/&0

%#具

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一般常规护理#观察组遵照临床护理

路径进行护理干预#参照美国
Q#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治疗指南

设计临床护理路径#以时间进度为框架有序进行各个操作流

程#包括入院评估,检查,医疗,护理#每一项目都有相应的每日

/

5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HP=9,?D8

!

X7;6H=A)&%0

!

!6?/%)

!

"6/%*



标准医疗,护理计划#出院指导单独设表#包括活动,饮食,治

疗,用药,门诊复诊等#具体步骤如下)

$///$

!

入院
&

!

%&>D8

!

入院后积极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和院

外情况#重点询问患者的发病时间及症状#详细了解患者的病

史及既往治疗,住院等情况)患者平卧位#禁饮食(给予吸氧#

提高血氧饱和度(建立静脉通道#留置针接三通管#保证及时用

药(给予心电图监护#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准备好抢救仪器

和药品)

$////

!

入院
%&

!

)&>D8

!

给予血管活性药物缓解疼痛症状#

并进行血常规,凝血,生化,心肌酶谱等相关指标的实验室检

查)排除禁忌证#诊断明确后给予抗凝治疗#采用阿司匹林联

合氯吡格雷口服#并给予低分子肝素钙皮下注射)

$///'

!

入院
)&

!

5&>D8

!

及时对患者进行溶栓治疗#尿激酶

%0&&&&&\

溶于
%&&>T

生理盐水$

))&&&&\

"

b

E

%静脉输液#

及早进行溶栓治疗#及时疏通冠状动脉#使其能达到良好的治

疗效果)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说明病情,治疗方案及注意事

项和预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对于治疗中的生命体征及不良反

应严密监测,及时记录)对于疾病发作超过
)<

的患者#应在

说明情况并取得家属同意后尽快行介入治疗)

$///1

!

入院
*&>D8

!

当患者存在溶栓禁忌证时#建议直接行

介入治疗#对患者及家属交代病情及治疗措施#签署知情同意

书#直接将患者送至心导管室进行手术)

$///2

!

其他护理
!

给予患者安静舒适的治疗环境#护理人员

保持语言温和,动作轻柔#对患者进行一定的清洁护理)多与

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帮助他们提高对疾病的认知#舒缓情绪#寻

求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帮助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对于出现焦虑,紧张情绪的患者#应及时沟通#耐心疏导#以确

保治疗过程能持续,规范地进行)

$/'

!

评价标准
!

根据患者的急救时间,住院时间,疼痛缓解时

间,疾病认知度,护理满意度等指标进行护理效果评价)疼痛

评分根据
!1Q

疼痛评分标准*

0

+

#疾病认知度及护理满意度通

过本科室自制的调查表进行评分)疾病认知度评分包括疼痛

性质,情绪,饮食,休息,活动,生活常识,检查,治疗,护理及出

院后注意事项等
%&

个方面#共计
%&&

分)护理满意度评分
&

*&

分为满意#

2&

!

(*

分为较满意#

$

2&

分为不满意)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e&/&0

#以
1

$

&/&0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对照组有
5

例患者病情恶化#

%

例患者死亡#观察组无死

亡病例出现)观察组急救时间,住院时间及疼痛缓解时间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

&/&0

%)观察组的疾病

认知度及护理满意度评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1

$

&/&0

%)见表
%

)

表
%

!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IgC

(

组别
%

急救时间$

>D8

% 住院时间$

9

% 疼痛缓解时间$

>D8

% 疾病认知度$分% 护理满意度$分%

对照组
20 (0/5)g0/*% %(/50g5/%% *&/0*g3/'' 00/5)g2/&( 3(/50g*/20

观察组
20 00/%2g'/)) %&/&3g)/2' 0%/3)g'/%( ('/)*g0/(2 *5/3&g0/3'

: 55/'(52 %2/52'& 52/3))% )3/20*' %%/&))&

1

$

&/&0

$

&/&0

$

&/&0

$

&/&0

$

&/&0

'

!

讨
!!

论

!!

临床护理路径是经过多年临床研究设计出的高效,合理的

护理流程)本研究中#通过对
%5&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

实践#发现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患者并无病情恶化及死亡病例

出现#而实施一般护理的对照组出现了
5

例恶化并有
%

例患者

死亡#可能是与该患者的疾病程度有关#但比较对照组和观察

组的急救时间,住院时间及疼痛缓解时间#发现临床护理路径

所消耗的时间均明显短于一般护理#这也说明在一般护理的各

项操作衔接中存在一些的漏洞)临床护理路径包含对患者及

家属疾病知识的宣教及心理疏导#对患者疾病认知度及护理满

意度的调研发现#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患者及家

属对疾病的认知#并能够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243

+

)

本研究发现#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护理人员

的工作效率#提高抢救成功率)由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

非常紧迫#合理,规范的工作流程能够有效避免工作衔接的漏

洞#由一般护理中盲目被动地执行医嘱转变为有计划,严谨的

主动护理方式#并提高了护理人员的急救水平*

(4%&

+

)同时临床

护理路径的实施也加强了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合作#有效避

免了医患矛盾的出现#使患者及家属对治疗护理过程达到较高

的满意度#应当在临床中大力推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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