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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卒中绿色通道溶栓救治急性脑梗死的效果综合研究

陈　俊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贵州镇宁　561200

【摘要】目的　研究卒中绿色通道溶栓救治急性脑梗死临床效果及综合影响。方法　随机选择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4 月

期间经本院急诊收治急性脑梗死患者共 137 例为研究对象，行对比性研究，依据入院时间差异分组，对照组 70 例（20 年 7 月～ 11
月，规范化急诊流程），观察组 67 例（20 年 12 月～ 21 年 4 月，卒中绿色通道）。统计急救效率、溶栓治疗实施情况及救治效果。

结果　（1）急救效率、溶栓治疗效率：观察组入院后急诊滞留、入院至溶栓实施、入院至知情同意、知情同意 - 溶栓开始时间

及静脉溶栓时间较对照组均缩短，且观察组发病 4.5h 内溶栓实施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救治效果：

溶栓前 30minNIHSS 评分组间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溶栓后 7 日观察组 NIHSS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且治疗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 0.05）。结论　卒中绿色通道溶栓在急性脑梗死救治中的应用，可在积极提升院内救治效率同时，

提升患者有效时间窗内治疗实施率，实现有效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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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治疗是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急救主要方案，可在经

静脉溶栓后有效实现阻塞脑血管血运重建，缓解血氧供给不

足型脑组织损伤进展，以积极改善患者临床病情预后，但溶

栓治疗受时间窗限制明显，需在发病 4.5h 内实施方可发挥有

效救治效果，故加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急诊救治效率管理对

其急救效果及治疗预后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1]。因此，为研究

卒中绿色通道溶栓救治急性脑梗死的临床效果及综合影响，

特设本次研究，详情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择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4 月期间经本院急诊收

治急性脑梗死患者共 137 例为研究对象，行对比性研究，依

据入院时间差异分组，对照组 70 例（20 年 7 月～ 11 月，规

范化急诊流程），观察组 67 例（20 年 12 月～ 21 年 4 月，卒

中绿色通道）。对照组（男 /女，38/32），年龄 37 ～ 75 岁，

平均（56.05±4.15）岁；观察组（男 / 女，35/32），年龄

36 ～ 75 岁，平均（55.59±4.11）岁。两组基线资料组间对

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0.05，研究结果可比。

纳入标准：（1）发病 2h 内入院者；（2）家属确认患者

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1）入院诊断检出继发性脑出血者；（2）

脱离研究者；（3）明确多器官衰竭指征者；（4）静脉溶栓

禁忌症者。

1.2 方法

规范化急诊流程：患者入院后由护士行分诊评估后，指

导家属挂号就诊，并快速转送患者行院内救治，救治结束待生

命体征稳定后，联系神经科准备溶栓治疗，经院内转运至神经科，

告知家属溶栓治疗详情、签署同意书后，实施溶栓治疗。

卒中绿色通道：患者入院经确认分诊评估结果后迅速开

启卒中绿色通道，予以患者优先挂号、诊疗处理，就诊救治

期间需在明确患者有无静脉溶栓禁忌症后，在急救同时行院内

转运至神经科后接受静脉溶栓治疗，并由陪同护士向家属明确

换溶栓治疗效果及必要性，以快速签署同意书实施治疗 [2]。

患者静脉溶栓治疗开展及卒中绿色通道制定情况均严格

依据《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疗指南（2018版）》内容实施。

1.3 观察指标

统计急救效率、溶栓治疗实施情况及救治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差异性分析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对比分

析，结果差异显著且 P<0.05 时，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急救效率、溶栓治疗效率对比

观察组入院后急诊滞留、入院至溶栓实施、入院至知情

同意、知情同意 - 溶栓开始时间及静脉溶栓时间较对照组均

缩短，且观察组发病 4.5h 内溶栓实施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急救效率、溶栓治疗效率对比

组别 n
急诊流滞

（min）

入院至溶栓

实施（h）

入院至知情

同意（h）

知情同意 -溶栓

开始时间（min）

静脉溶栓

时间（min）

发病 4.5h 内

溶栓实施率（%）

对照组 70 65.25±15.41 2.03±0.41 0.51±0.26 0.16±0.08 75.65±20.54 87.14（61/70）

观察组 67 48.26±10.23 1.05±0.19 0.38±0.15 0.11±0.03 52.51±12.31 97.01（65/67）

c2/t 7.5679 17.8173 3.5639 4.8022 7.9543 4.5180

P 0.0000 0.0000 0.0005 0.0000 0.0000 0.0335

2.2 救治效果对比

溶栓前 30minNIHSS 评分组间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溶栓后 7 日观察组 NIHSS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且治

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见表 2。

3 讨论
受疾病进展损伤特殊性影响，急性脑梗死患者发病后除

可在局部脑血管完全或部分阻塞后导致脑组织、神经组织缺

血缺氧性损伤外，还可在血流动力学指标异常升高后引发继

发性脑出血，故快速溶栓、血运重建的实施，对降低病理损

伤及不良预后风险具有积极意义。本次研究中经实施卒中绿

色通道急救管理后发现，卒中绿色通道的建立可在经一系列

快速、高效急诊救治、护理措施实施后，使患者可在最短时

间内接受有效静脉溶栓治疗，以确保治疗可在有效时间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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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工作得到有效协调，可建立专门的工作微信群，这样

就可以及时反馈问题，解决问题。如果物资质量有问题，SPD

中心要及时联系供应商更换新的物资。

3.2.5 月末处理

利用月末系统对各个科室所利用的物资进行统一汇总，

然后将信息发送到订单系统之中。供应商在系统中会获得信

息，然后出具发票，将发票发送至 SPD 中心。SPD 中心会对发

票进行确认，然后签字、登记。保证所有信息得到汇总后，

要将完整的信息交到医院财务科。医院财务人员需根据系统

中的科室领用数据进行核算，确定应付款项，结合科室所领

用的物资金，将其纳入到科室成本之中，对物资消耗进行全

面的核算。

3.2.6 货款结算

当应付款项到达期限后，医院器械科会计人员会在物流

系统中选择供应商，根据相应的记录，提交付款申请，由财

务部门对付款申请进行审批。出纳人员将会根据付款金额拨

付款项，再将其提交到会计处，由会计对各项账务进行处理，

这样就能保证货款结算信息得到有效的查询。

4 实施 SPD 管理的优势
4.1 提高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水平

采用 SPD 模式对各类医用耗材进行管理，不仅可以确保

工作效率不断提升，还能提高医院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医院

通过应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可对医用耗材的使用过程进行

全面追溯。利用扫码技术不仅能够保证数据在第一时间内得

到采集与汇总，还可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2 促进业财融合

财务人员通过提取 SPD 系统中的数据，就能对物资所涉

及到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数据的

准确性与全面性，还可提高核算的准确度，使财务与业务之

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4.3 降低医院成本

实行SPD管理模式后，医院的人员成本不断降低。此外，

实施集中配送模式后，只需将科室领用数据作为结算的重要

依据，就可保证入库结算工作顺利进行，减少资源浪费。此外，

科室物资缺乏后，科室无需再度申请物资，就会由 SPD 中心

主动对物资进行配送，保证耗占比更加稳定。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医院对医用耗材进行精细化管理时，要发挥

出 SPD 管理模式的优势，就可保证精细化管理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对各个环节进行优化，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程寿锦，徐立德 . 借力 SPD 推进医院精细化管理 [J].

中国医院院长，2021，17(18):78-79.
[2] 宋文华 . 医用耗材 SPD 模式对医院财务精细化管理影

响 [J].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1(16):98-99+4.
[3] 常晓云 . 医院引入 SPD 项目加强耗材管理的探索——

以 X 医院为例 [J]. 大众投资指南，2020(24):191-192.

（上接第 168 页）

全，其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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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自我效能干预可增强患者治疗期间配合度，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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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实现溶栓治疗预期 [3]。

综上所述，卒中绿色通道溶栓在急性脑梗死救治中的应

用，可在积极提升院内救治效率同时，提升患者有效时间窗

内治疗实施率，实现有效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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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救治效果对比

组别 n
NIHSS（分）

治疗有效率（%）
溶栓前 30min 溶栓后 7日

对照组 70 16.54±1.68 12.55±2.03 78.57（55/70）

观察组 67 16.49±1.75 9.92±1.64 92.54（62/67）

c2 0.1706 8.3043 5.3557

P 0.8648 0.0000 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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