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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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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基本信息



诊断
急性心肌梗死

治疗过程

患者入院后接受心电图、心肌酶学检查，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医生立即给予抗

血小板、抗凝、调脂等药物治疗，并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发现前降支近段90%狭

窄，遂行支架植入术。术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病情稳定。

病情诊断及治疗过程



护理需求

难点分析

护理需求与难点分析

患者需要密切监测生命体征，观察病情变化；保持排便通畅，避

免用力排便诱发心衰；加强心理护理，缓解焦虑情绪。

患者术后需长时间卧床休息，易发生压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同时，患者因担心病情及预后而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影

响治疗依从性。



主管护师、护师、护士各1名，共3人。

团队组成

主管护师负责全面评估患者病情，制定护理计划，并指导团队成员实施；护师负责协助主管护师完成护理工作，

并负责患者日常生活照料；护士负责患者基础护理工作，如测量生命体征、协助患者进食等。团队成员之间密切

配合，共同为患者提供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

职责划分

团队组成及职责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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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方案制定与实施



综合评估患者情况

制定针对性护理目标

制定详细护理计划

包括病情、心理、社会背景等，确定个性化护理需

求。

根据评估结果，设定明确的护理目标和预期成果。

结合患者需求和护理目标，制定具体的护理措施和

时间表。

个性化护理计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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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先进护理技术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推广健康教育

创新护理措施应用

如使用智能护理设备、新型敷料等，提高护理效果。

通过心理疏导、认知行为疗法等，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加强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提高自我护理能力。



80% 80%

100%

跨学科团队协作模式建立

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营养
师等，共同制定和执行护理计划。

定期召开团队会议，分享患者信
息和护理进展，及时调整护理方
案。

提高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和跨学
科协作能力。

建立多学科护理团队
加强团队沟通与协作

开展跨学科培训



定期评估护理效果

分析问题与不足

持续优化护理流程

持续改进策略部署

针对评估结果，分析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根据改进措施，优化护理流程

和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和

效率。

通过收集患者反馈、观察病情

变化等，评估护理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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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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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提高

通过优化睡眠环境和调整作息时间，患者的睡眠质量得到显著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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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征稳定

患者经过护理后，生命体征如呼吸、心率、血压等保持在正常

范围内，显示护理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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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缓解

针对患者的疼痛症状，采取药物和非药物护理措施后，疼痛程

度明显减轻。

生理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心理状况变化观察

焦虑、抑郁情绪减轻

经过心理护理干预，患者的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得到明显缓解。

积极心态增强

患者对待疾病和治疗的态度变得更加

积极，信心增强。

家属心理支持

对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和支持，减轻他

们的精神压力，有助于患者的康复。



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
降低。

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及时处理并发症 安全性保障

一旦发生并发症，护理人
员能够迅速识别并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处理，防止病
情恶化。

在护理过程中，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和消毒隔离制度，
确保患者的安全。

030201

并发症预防与处理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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