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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路径应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效果研究 

邹莉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使用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路径的效果。方法 纳入 2024 年 1 月

~2025 年 1 月内我院收治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64 例，按照患者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常规急诊护理）

和观察组（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路径干预）各 32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急救所用时间均较对

照组更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神经功能显示，干预前两组神经功能评分差异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评分显著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中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行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路径干预能够显著减少急救时间，提高患者神经功能恢复，

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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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standardized emergency stroke nursing pathway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64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4 to January 2025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emergency nursing)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standardized emergency stroke nursing pathway intervention), with 3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horter time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comparing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tandardized emergency stroke nursing pathway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clinical practi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emergency time, improve patients'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has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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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死，是一种由于局部脑

组织区域血液供应不足而导致的缺血、缺氧性病变及

坏死[1]，最终引发相应神经功能缺失症状的脑血管疾

病。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饮食结构与

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患者自身合并症等因素的影响，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上升趋

势[2]。该疾病发病突然，进展迅速，若不及时进行有效

治疗，将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在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中，时间就是大脑，及时的干预和

治疗对于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

路径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旨在通过优化急诊流

程、提高护理效率，从而缩短患者的救治时间，改善患

者的神经功能和生活质量[3]。本研究中，即分析了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使用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路径的效

果，具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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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 2024 年 1 月~2025 年 1 月内我院收治的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64 例，按照患者入院先后顺序分为

对照组（常规急诊护理）和观察组（规范化急诊卒中护

理路径干预）各 32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0~80 岁，平均（51.47±3.54）岁；发病

到入院时间 0.3~8h，平均（1.18±0.42）h。观察组患者

男性 17 例，女性 17 例；年龄 30~78 岁，平均（51.84
±3.25）岁；发病到入院时间 0.6~8h，平均（1.62±0.11）
h。患者基本情况相近，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我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对研究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即紧急响应、保持患者呼吸

道通畅、控制血压、体位护理等。 
观察组使用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路径干预： 
（1）院前急救：使用卒中评估量表（如辛辛那提

院前卒中量表 CPSS、洛杉矶院前卒中量表 LAPSS 和

面臂语言试验 FAST）对疑似卒中患者进行快速识别，

增加识别的准确度，减少反应时间。一旦识别为疑似卒

中患者，立即呼叫急救系统，并迅速转运至具备卒中救

治能力的医院。在转运过程中，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

避免剧烈活动，以减少脑水肿的发生风险。 
（2）院内急救：完善病史采集，确认症状出现的

时间，并进行体格检查。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优先进行

血常规、凝血功能等影像检查及心电图检查，明确卒中

的类型和病因，为治疗提供依据。根据检查结果，迅速

制定治疗方案。对于适合静脉溶栓的患者，应在时间窗

内给予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静脉溶栓

治疗。对于适合机械取栓的患者，应尽快安排机械取栓

手术。同时，注意控制患者的血糖、血压和体温，以维

持生命体征的稳定。 
（3）团队培训：定期对急诊医护人员进行卒中相

关知识的培训，包括卒中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

断和治疗等方面。通过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

和救治能力。加强急救技能的培训，如心肺复苏、气道

管理、静脉穿刺等。通过模拟演练和团队协作培训，提

高急诊团队在卒中救治中的协作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 
（4）急诊绿色通道质控：根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制定急诊绿色通道的质控标准。这些标准应包括卒

中患者的识别、转运、诊断、治疗等各个环节的质量要

求。定期对急诊绿色通道进行质控检查，包括病历审

查、操作规范、设备使用等方面。通过检查，发现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提出整改措施。根据质控检查结果

和患者的反馈意见，持续改进急诊绿色通道的服务质

量和效率。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急救效率，记录患者急诊分诊时间、

静脉通道建立时间、检查时间、静脉溶栓完成时间和急

诊停留时间。 
（2）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神经功能情况，采用

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估干预前后患

者神经功能，分数 0~42 分，分数越高患者神经功能受

损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统计学分析软件处理研究数据，其

中计量资料检验和表示使用 t 和“ sx ± ”，计数资料

检验和表示使用 χ2 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急救效率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所用急救时间均较对照组

更短，组间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神经功能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干预前两组神经功能评分差异不

显著（P＞0.05），干预后观察组评分显著较对照组更

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急救效率对比（ sx ± ） 

组别 
急诊分诊时间

（min） 

静脉通道建立时间

（min） 

检查时间

（min） 

静脉溶栓完成时间

（min） 

急诊停留时间

（min） 

观察组（n=32） 2.19±0.41 9.37±0.49 25.59±5.09 33.26±7.49 70.24±22.40 

对照组（n=32） 4.30±1.89 12.01±0.70 30.23±6.07 42.59±10.34 85.50±35.66 

t 6.172 17.478 3.313 4.134 2.050 

P 0.001 0.001 0.002 0.001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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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神经功能对比（ sx ± ） 

组别 干预前（分） 干预后（分） 

观察组（n=32） 21.45±2.15 10.23±1.23 

对照组（n=32） 21.23±2.82 15.26±1.86 

t 0.351 12.760 

P 0.727 0.001 

 
3 讨论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

是一种具有高致死率、高致残率的脑血管疾病，其病情

发展迅速，预后往往不佳。因此，急救效率与患者神经

功能的保护成为 AIS 治疗中的关键环节。在 AIS 患者

的救治过程中，常规急救护理往往缺乏系统性的急救

流程和明确的分工，导致患者在就诊、检查、治疗等环

节中耗费过多时间[4]。而 AIS 的救治具有极强的时间

依赖性，尤其是静脉溶栓治疗，其最佳时间窗为发病后

的 4.5 小时内。救治时间的延误将大大降低治疗效果，

增加患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5]。与常规急救护理相比，

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在 AIS 患者的救治中具有显著优

势。 
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通过建立系统的急救流程和

明确的分工，能够显著提高急救效率。在接到患者后，

迅速评估病情并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优先进行治疗和

检查，从而大大缩短救治时间[6]。 
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注重针对 AIS 患者的专业培

训和经验积累，使护理人员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评估患

者的病情。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必要的辅

助检查，如头部 CT 或 MRI，能够及时发现并诊断 AIS，
为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7]。通过规范化急诊卒

中护理的干预，AIS 患者的神经功能能够得到显著改

善。 
研究表明，与常规急救护理相比，规范化急诊卒中

护理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 NIHSS 评分（反映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提示患者在接受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后，

其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减轻，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恢复[8]。 
综上所述，规范化急诊卒中护理在 AIS 患者的救

治中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提高急救效率，并显著改善患

者的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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