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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院前急救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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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实施院前急救护理措施的方法及效果，总结护理体会。方法  随机抽选接受院前急救的 40 例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回顾性分析对他们实施的院前急救护理措施及效果。结果  有效的院前急救护理措施的实施，为患者顺利接受下
一步有效的治疗赢得了时间，最终获得临床治愈效果的患者共计 37 例，另外 3 例患者因梗死面积过大死亡。结论  及时有效的院前
急救护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院前急救效果，为患者接受到院下一步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提高治愈率，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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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急性心肌梗死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十分常见，发病后，患

者往往会持续地感受到有一种剧烈的疼痛感存在于胸骨，会
存在急性循环功能障碍，也会存在具有特征性的心电图变
化 [1]。临床反馈，这种疾病具有典型性特征，即发病突然，病
情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患者病死的可能性大，严重威胁
着患者的生命安全。急性心肌梗死是院前急救的主要对象
之一，为了确保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及时接受到院的进一步治
疗，做好院前急救护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研究对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实施院前急救护理措施的方法及效果，总结护
理体会，特进行如下的研究。

1   临床资料
随机抽选接受院前急救的 4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包括

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9 例，最大年龄 74 岁，最小年龄 41
岁；梗死部位：前壁者 19 例，下壁者 11 例，后壁者 10 例；临床
表现：胸痛持续且剧烈者 28 例，上腹部疼痛者 7 例，肩背部疼
痛者 3 例，牙痛者 2 例。经有效的院前急救护理措施的实施，
为患者顺利接受下一步有效的治疗赢得了时间，最终获得临
床治愈效果的患者共计 37 例，另外 3 例患者因梗死面积过大
死亡。

2   护理
2.1   尽快出诊

接到院前急救任务后立刻按照操作流程做好相应的准备
工作，携带急救药品、心电监护仪、心电图机器等急救设备在
最短的时间内出诊。去往急救现场的过程中及时了解患者
的情况，如年龄、性别、发病时所呈现出的临床症状、既往史
等，针对所掌握的情况做好初步院前急救计划。
2.2   强化对病情的评估

对患者发病前做过哪些活动、情绪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发病的时间、主诉症状等进行了解，对患者生命体征变化进
行监测。对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其生命
是否遭受威胁进行有效判断，同时对患者气道是否处于通畅
状态进行有效的判断等。给予急性心肌梗死者或者有发生
心肌梗死可能性的患者多功能心电监护，实施心电图检查，
对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进行动态的监测。确诊
后，马上基于急性心肌梗死急救护理常规进行及时有效的急
救护理。对于心室颤动者或心搏停止者，马上采取除颤、心
肺复苏等措施进行抢救，严防威胁患者的生命。
2.3   实施一般护理
2.3.1   给氧

通过为患者戴上鼻导管或面罩让患者吸氧，吸氧量控制
在 3 -5 L/min，对于同时存在左心衰竭的患者，在对其应用的
湿化瓶里面放入 20%-30% 乙醇，对其实施高流量吸氧。

2.3.2   建立静脉通道
建立静脉通道，在患者左侧肢体上比较粗大、直、容易固

定的静脉血管上对患者实施静脉穿刺，基于医嘱给予患者强
心利尿、纠正心律失常的药物，对药物滴速进行严格的控制，
对患者病情变化进行严密的观察，对出入量进行严格的控
制，及时将血压突然下降、发生心律失常的患者的情况向医
生汇报，并协助医生进行对应的处理 [2,3]。
2.3.3   镇静止痛

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镇静止痛处理，当患者
的疼痛经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没有任何缓解时，基于医嘱通过
肌肉注射给予患者剂量为 50 -100 mg 的盐酸哌替啶或者通
过皮下注射给予患者剂量为 2 -10 mg 的吗啡，以使患者的疼
痛解除或者缓解。
2.4   院前溶栓急救治疗的护理

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患者是否存在溶栓治疗禁忌证进行
严 密 的 评 估，若 患 者 存 在 剧 烈 的 胸 闷，存 在 显 著 性 的 心 电
图 ST 段变化，但内脏没有发生出血，近期未经过手术治疗，
不存在外伤史，则基于医嘱对患者实施溶栓，即口服剂量为
160 -325 mg 的阿司匹林，通过静脉为患者滴注 5% 葡萄糖
100 ml 和尿激酶 100×104 U-150×104 U。在进行溶栓处理
前后，对患者在生命体征上发生的改变进行严密的监测，在
溶栓过程中对患者是否出现皮疹、寒战等不良反应进行严密
的观察，溶栓处理后及时了解患者的胸痛是否得到改善、心
电图 ST 段有无得以恢复或者有所下降。
2.5   快速安全转运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确定患者符合转运要求后，对
患者实施转运，在转运过程中要给予患者保暖措施，遵医嘱
及时给药，对患者在生命体征上出现的任何改变进行严密的
观察，发现异常，及时进行对应的处理，及时与急诊科以及其
他科室人员沟通联系，及时将患者的情况向其作说明，以便
医院提前将相应的准备工作做好。到院后，及时做好交接班，
将对患者采取的措施和患者的病情状况介绍清楚，将院前急
救病历详细填写完毕 [4]。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因冠状动脉急性狭窄或者闭塞造成冠

状动脉供血出现急剧的减少或者中断，使与之相对应的心肌
出现严重的缺血性坏死 [5]。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后，患者会持
续性地感受到剧烈的胸闷胸痛，甚至会有休克、心脏功能衰
竭这样的临床症状出现，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6]。抵达急救现场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院前
急救护理，对于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挽救患者的生命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临床实践结果也提示，抢救心脏骤停的
关键期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到院前急救这段时间，如果院
前急救开展得既及时又有效，则就能取得更好的救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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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依据，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护理方案，以此有针对性地
解决患者实际问题 [8]。针对 ICU 危重患者，护理人员充分了
解患者实际情况，参考权威文献制定护理干预方案，从有效
翻身、营养干预和状态调整三方面着手，对患者进行系统干
预，切实降低了压疮发生率。

综上，在 ICU 危重患者压疮预防过程中，开展循证护理干
预效果理想，可降低压疮发生率，患者满意度较高，值得推荐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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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呼吸道感染，在产科患者中发生感染部位最多的是伤口感
染，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际的妇产科护理中发生感染的
概率还是很高，对患者的恢复是不利的。由此临床上要加以
重视，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妇产科护理过程中的感染问题，
以不断提升护理质量，确保患者的安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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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院前急救中院前急救护理措施是否实施得有效及时，将影
响着院前急救效果 [7,8]。因此，院前急救人员要具备过硬的技
能、强烈的责任感，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有条不紊地进行及时有效的院前急救护理，以进一步提
高院前急救效果，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接受到院下一步治疗
赢得宝贵的时间，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减少患者病死的可能
性 [9,10]，如加强对患者病情的评估，及时给氧，尽早进行溶栓
治疗护理等，通过给氧措施的实施，改善患者心肌缺氧、缺血
状态，使其心肌耗氧量得以减少，严防梗死面积扩大给患者
带来不良影响，减少心律失常等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尽早
对患者进行溶栓治疗，有助于病死率的降低，提高冠脉再通
的成功率。及时针对患者的疼痛情况进行镇静止痛处理，可
以避免患者因疼痛反射出现血压升高、心动过快等而使心肌
耗氧量减少、使患者的病情加重。

综上所述，及时有效的院前急救护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
院前急救效果，为患者接受到院下一步治疗赢得宝贵的时
间，提高治愈率，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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