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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急救护理在急诊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王学英 

潍坊脑科医院  山东潍坊 

【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急救护理在急诊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以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间我院收

入的 46 例急诊为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均分为参照组（23 例）和研究组（23 例），给予参照

组患者常规护理，给予研究组患者急诊急救护理，分析两组患者抢救时间、抢救有效率与患者护理满意度等数据，

对比两组患者救治效果。结果 经护理，研究组患者抢救时间为（32.42±1.24）min，参照组为（47.45±1.17）
min，组间比较（t=0.084、P=0.933）差异显著；研究组抢救有效率为 95.7%，参照组为 73.9%，组间比较（χ2=18.980、
P=0.000）差异显著；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95.7%，参照组为 52.2%，组间比较（χ2=50.312、P=0.000）差异显著，

上述数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急诊危重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可有效缩短抢救时间，有

利于提高急救护理水平，给予患者更优质的护理服务，能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明显护理效果，值得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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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nursing in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Xueying Wang 

Weifang Brain Hospital, Weifang,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first aid nursing in emergency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6 critical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n = 23) and the 
study group (n = 23). The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ar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emergency care. The rescue time, rescue efficienc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rescue tim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32.42±1.24) min, and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47.45±1.17) mi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t=0.084, P=0.933). The effective rate of rescue was 95.7% in the study group and 73.9%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χ2=18.980, P=0.000).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5.7%, and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52.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χ2=50.312, P=0.000),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for critical patien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rescue time, 
help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mergency care, give patients better nursing services, can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has obvious nursing effect,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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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作为接受医院内为重症患者的唯一科室，

在医院中起着重要作用。相较于其他科室，急诊科接

受的患者有病情并滑块、病情危重的特点，若患者未

及时接受有效治疗，患者的生命安全将会受到威胁[1]。

因此，医院对急诊科的抢救工作极为重视，随近些年

医学的发展，急诊医学又可分为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

医生有了更艰巨的任务的同时，护理人员应积极配合

医生，做好对患者的急救工作[2]。医院通过加强对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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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重症患者的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救治成功率，有利

于患者恢复[3-5]。我院本次针对急诊急救护理在急诊危

重症患者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现做如下详细报告。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间收入的

46 例急诊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患者入院时对

其进行编号，并规定奇数号为研究组，规定偶数号为

参照组，两组各 23 例。研究组男性 11 例，女性 12 例，

年龄分布为 24~76 岁，平均年龄（50.47±3.84）岁，

患者疾病类型分布如下：呼吸系统疾病 3 例、心脑血

管疾病 5 例、创伤 2 例、呼吸系统疾病 8 例、其他 5
例；参照组男性 12 例，女性 11 例，年龄分布为 22~77
岁，平均年龄（50.45±3.57）岁，患者疾病类型如下：

呼吸系统疾病 4 例、心脑血管疾病 6 例、创伤 3 例、

呼吸系统疾病 7 例、其他 3 例。本次研究已通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审批，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和疾病类型

等一般资料上的差异对本次研究无影响（P＞0.05）。 
纳入标准如下：①患者有完整病案资料；②患者

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均知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如下：①患者由于精神障碍或语言障碍，

与医护人员之间存在交流障碍，无法配合完成本次研

究；②患者存在严重心、肝、肾等器官性疾病或身体

状况较差；③患者配合度较低。 
1.2 方法 
给予参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其中包括①护理人员

将患者护送到急诊室，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

进行分诊处理；②护理人员协助医师对患者进行抽血

化验、吸氧等操作，并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行生命体

征监测；③完成急救后，护理人员需将患者护送至专

业科室，进行后续治疗。 
给予研究组患者急诊急救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①院前急救护理：在接到急救电话或相关信息后，工

作人员及时通知到现场急救的医护人员和院内急救时

医护人员，提前做好抢救准备工作。医护人员即刻将

必备的急救药物和急救设备准备好，待到达救治现场

后，由一名救治人员与院内护理人员保持联系，确保

院内护理人员可充分了解患者目前的病情。在将患者

护送到医院的过程，护理人员需将患者的病情变化告

知院内护理人员，院内护理人员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

整抢救计划，医院开启生命绿色通道，确保患者可在

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治疗；②分诊处理：在现场救治人

员与院内护理人员保持联系时，由一名有着丰富工作

经验的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安排急救室，将

患者所需的急救物品、药品与设备准备齐全。待患者

入院后，接诊的护理人员需立即根据患者整体情况判

定患者的病情。一般情况下，急诊危重症患者可分为 2
类，其中Ⅰ类患者为重症患者，大多患者患有心肌梗

塞或受到严重创伤，病情发展迅速、有着较高生命危

险，Ⅱ类患者为危急症，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休克、

大出血、生命体征极其不稳定。护理人员根据判定标

准，迅速地对患者行正确分类，并以分类结果对患者

行急救准备工作；③急救护理：首先对患者行吸氧处

理，确保患者呼吸道保持通畅，并迅速为患者建立静

脉通道，采集血常规、配血、凝血等各项血标本，准

确、迅速执行医嘱。若患者患有肾衰、心衰或肺水肿，

护理人员应控制输液量，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如中

心静脉压、血压等调节输液速度。在急救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确保全程记录相关

信息。若在急救过程中出现异常，护理人员需即刻将

异常信息告知医师，并协助医师妥善处理。如患者出

现自主呼吸效果较差或基本失去自主呼吸能力时，护

理人员要及时对患者行气管插管。另一方面，护理人

员要准确配置患者急救过程中需要的药物，并在急救

过程中，以无菌操作为原则进行操作，避免出现交叉

性感染；④全程护理陪护：临床检查前，护理人员需

先与相关科室进行电话联系，待相关科室准备工作完

成后，再将患者护送到其科室。急救处理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备好相关物品，协助医师完成急救。急救完

成后，护理人员要先与病房护理人员进行电话交流，

确保交接工作无误，并在转科交接单上千字，将其保

存到归档病例。 
1.3 评价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判定标准如下：

①抢救成功：经抢救，患者生命体征与意识均恢复正

常或明显恢复，护理人员将患者安全转送到住院部；

②抢救失败：患者生命体征与意识均开始恢复，但仍

需要进一步观察病情、处理。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抢救时间，对比分析数据。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护理人员在患者即将出

院前 2 天，向患者发放、收回问卷，调查患者对本次

护理的满意度，满意程度可分为十分满意、一般满意、

不满意三个等级，其中 90 分及以上为十分满意，70
分及以上为一般满意，70 分以下为不满意。满意度=
（十分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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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以 SPSS21.0 软件作数据，采用 χ2检验与

t 检验数据资料，分别以率（%）与（ x s± ）进行表示，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抢救时间对比 
经过数据分析，参照组抢救时间为（47.45±1.17）

min，研究组抢救时间为（32.42±1.24）min，对比结

果为 t=0.084、P=0.9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抢救有效率对比 
经过数据分析，参照组抢救成功 17 例，抢救失败

6 例，抢救成功率为 73.9%（17/23），研究组救成功

22 例，抢救失败 1 例，抢救成功率为 95.7%（22/23），
对比结果为 χ2=18.980、P=0.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过数据分析，参照组十分满意 4 例，一般满意 8

例，不满意 7 例，护理满意率为 52.2%（12/23），研

究组十分满意 14 例，一般满意 8 例，不满意 1 例，护

理满意率为 95.7%（22/23），对比结果为 χ2=50.312、
P=0.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结论 
急诊科对于医院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科室，该科室

接收着病情危重、病情变化迅速的患者，在救治过程

中一旦出错，将面临着无法预料的后果[6-8]。常规护理

中缺少院前急救护理阶段，待患者到院后，需要花费

一部分时间进一步了解患者的情况、对患者情况进行

分析，这对于争分夺秒的急诊治疗有着致命的影响，

有可能影响最佳抢救时机，甚至可能影响抢救成功率，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9]。 
急诊急救护理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坚持“以救治病人生命为中心”，贯穿了患者急救全

程，针对院前急救护理、急救分诊处理、急救过程护

理、急救后护理均进行改善、优化，在得到相关急救

信息后，迅速开展现场急救，并组织多科室准备相关

救治药物、设备，确保病人可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

治疗，确保护理人员全程对患者进行陪护、护理。在

我院本次研究中，对急诊危重症患者行急诊急救护理，

研究组患者抢救时间、抢救成功率、护理满意度均明

显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差距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综上所述，对急诊危重症患者采用急诊急救护理

可有效提高抢救成功率，缩短抢救时间，能够提高患

者护理满意度，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值得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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