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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后康复效果的影响 

颜小萍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坎门分院  浙江台州 

【摘要】目的 探究对心肺复苏后采用急诊护理干预的康复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 62 例在我院急诊科行心肺复苏成功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31 例）和观察组（31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急诊护理干预措施。对比两组患者康复效果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康

复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更低，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诊护理干预对心

肺复苏的应用效果显著，能有效提高康复效果，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在临床急救护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应予以广泛推广和不断完善，以进一步提升心肺复苏患者的预后水平。 
【关键词】急诊护理干预；心肺复苏；康复效果；影响 
【收稿日期】2025 年 1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2 月 12 日     【DOI】10.12208/j.ijnr.20250108 

 

The impa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Xiaoping Yan 

Yuhuan People's Hospital Health Community Group Kanmen Branch, Taizhou, Zhejia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ethods 6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ccessfu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September 2023 to March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31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31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ompare the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lower.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s significa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t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emergency nursing and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prognosi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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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是对心跳、呼吸骤停患者所采取的紧急

抢救措施，旨在恢复患者的自主呼吸和循环功能。然而，

即使心肺复苏成功，患者仍可能面临诸多并发症和康

复问题，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预后[1]。因此，采取有

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于促进心肺复苏后患者的康复具

有重要意义。急诊护理干预作为一种针对性的护理模

式，在心肺复苏后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其对患者康复效果的具体影响。

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急诊科 2023 年 9 月-2024 年 3 月内行心

肺复苏成功的患者 62 例。且所有患者均符合复苏指征

并成功复苏；能配合研究者；没有存在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无合并恶性肿瘤；随机分为对照组（男 15 例，女

16 例，46.73±2.05 岁），观察组（男 18 例，女 13 例，

45.38±1.87 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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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指导、

保持呼吸道顺畅）等，观察组采用急诊护理干预。具体

如下： 
（1）优化呼吸道管理：加强呼吸道湿化，根据患

者痰液黏稠度调整湿化液量和速度，定时进行雾化吸

入，促进痰液排出，减少肺部感染风险。同时，严格遵

循无菌操作原则进行吸痰，防止呼吸道交叉感染，吸痰

时动作轻柔、迅速，避免损伤呼吸道黏膜。 
（2）循环系统精细化护理：准确记录患者每小时

尿量、中心静脉压等指标，以此为依据调整补液速度和

量，维持循环稳定，防止出现心力衰竭或肺水肿等并发

症。密切监测心电图变化，对于心律失常及时发现并报

告医生，遵医嘱给予相应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确保心

脏节律稳定。 
（3）脑功能保护策略：心肺复苏后早期采用头部

低温疗法，使用冰帽或冰袋对头部进行冷敷，降低脑组

织代谢率，减轻脑水肿。同时，遵医嘱应用脱水剂、脑

保护剂等药物，改善脑缺血缺氧状态，促进神经功能恢

复。密切观察患者意识、瞳孔及神经系统体征变化，及

时评估脑功能恢复情况。 
（4）营养支持方案：在患者胃肠功能允许的情况

下，尽早启动肠内营养支持，根据患者营养状况和代谢

需求制定个性化营养方案，选择合适的营养制剂，保证

蛋白质、热量、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充足供给，促进机

体恢复和免疫力提升。在肠内营养过程中，注意观察患

者有无腹胀、腹泻、呕吐等胃肠道不耐受情况，及时调

整营养方案。 
（5）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变

化，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给予心理支持和安慰，讲解

疾病相关知识和康复过程，缓解患者焦虑、恐惧等不良

情绪，增强其康复信心。同时，根据患者身体状况制定

早期康复训练计划，循序渐进的训练项目，指导患者及

家属正确进行康复训练，促进肢体功能恢复和身体整

体机能的提升。 
1.3 观察指标 
并发症发生率：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心肺复苏后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康复效果：根据患者的 GCS、NIHSS 评分对患者

进行评估，得分越低，康复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分析，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分析，观察组患者康复效果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抽搐 反应迟钝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1 1（3.23） 0 1（3.23） 

对照组 31 4（12.9） 2（6.45） 6（19.35） 

χ2 - 6.306 6.665 12.973 

P - 0.012 0.010 0.001 

表 2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GCS 评分 NIHSS 评分 

观察组 31 5.12±2.35 0.67±0.12 

对照组 31 8.93±3.26 2.03±1.04 

t - 5.279 7.233 

P - 0.001 0.001 

 
3 讨论 
心肺复苏后的患者通常会面临一系列严重并发症，

这些并发症极大地影响了幸存者的生活质量和自理能

力。急诊护理作为心肺复苏后医疗救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促进患者康复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

传统的护理模式可能侧重于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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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的护理操作，而急诊护理干预旨在通过一系列精

细化、个体化的措施，可以为患者的康复创造更为有利

的条件[3]。 
在心肺复苏后，患者呼吸道的正常生理功能常受

到影响，气道黏膜纤毛运动减弱，分泌物排出不畅，容

易引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优化呼吸道管理通过加强

湿化和雾化吸入，增加了气道湿度，稀释痰液，使痰液

更易于咳出或吸出，从而降低了肺部感染的风险[4]。保

持了呼吸道的通畅，为氧气的有效吸入和二氧化碳的

排出提供了保障，有助于维持机体正常的氧合状态，这

对于全身各器官的功能恢复尤其是心肺功能的改善至

关重要[5]。准确监测和调控循环指标，能够精准地调节

补液量和速度，避免了因补液过多导致的心力衰竭、肺

水肿，或补液不足引起的低血压和组织灌注不足。稳定

的循环状态保证了重要器官的血液灌注，减少了因缺

血缺氧对心脏、肾脏等器官的二次损伤[5]。同时，对心

律失常的及时发现和处理，维持了心脏正常的节律和

泵血功能，保障了全身血液循环的稳定，为机体的恢复

创造了有利的血流动力学环境[6]。头部低温疗法可降低

脑组织的代谢率，减少脑组织对氧和能量的需求，减轻

脑细胞的水肿和损伤。脑保护剂的应用则有助于清除

自由基，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脑微循环，促进神经细胞

的修复和再生。这些措施通过减轻脑损伤，提高了患者

的意识水平和神经功能恢复程度[7]。 
心肺复苏后的患者处于高代谢状态，身体对营养

物质的需求显著增加。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不仅能够提

供机体所需的蛋白质、热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

成分，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代谢活动，还可以保

护胃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防止肠道细菌移位，减少感染

的发生。充足的营养支持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促

进组织修复和器官功能的恢复，从而提高患者的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8]。患者在经历心肺复苏这一严重的应激

事件后，往往会出现不良心理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影

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康复积极性，进而对身体的恢

复产生不利影响[9]。心理护理通过与患者的有效沟通和

心理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心理负

担，使其能够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措施。康复指导根据

患者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计划，循序渐

进地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和身体机能的提升。早期的

康复训练可以预防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并发症的发

生，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和平衡能力，

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0]。 
综上所述，急诊护理干预对心肺复苏的应用效果

显著，能有效提高康复效果，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在

临床急救护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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