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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救护士工作压力源和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谈林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前急救  贵州贵阳 

【摘要】院前急救作为急诊医疗体系中重要环节，其有效性会直接决定者后续抢救成功率，但由于院前急救

会面临各种不确定的主客观因素，对此护理人员会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并且会影响到护理工作质量，对此就需

要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来缓解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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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hospital first ai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system, and its effectiveness will 
directly determine the success rate of subsequent rescue. However, because pre-hospital first aid will face various 
uncerta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re will be a greater risk for nursing staf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which needs to be analyzed from all aspects,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lieve its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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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院前急救工作所服务的对象在病情、急救环境等

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性，再加上该工作有着随机性、

紧急性以及流动性特点，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系数会

明显提升，其压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给护理人员的

心理健康造成较大影响。本次研究主要探讨了院前急

诊护士工作压力源，并制定相应措施，具体如下： 
1 院前急诊护士工作压力源分析 
1.1 工作负荷重 
相比其他科室，急诊科的工作有着繁重型特点，

同时有夜班白班两个班次，护理人员在长期熬夜下其

会导致其体内生物钟出现混乱，精神状态相对较差，

并且在内分泌激素紊乱的情况下护理人员的胃肠道功

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睡眠不足、饮食的不规律性逐

渐使得其情绪发生较大变化，较易出现记忆力下降、

精力不集中、焦躁不安等情绪，长此以往其心理健康

慢慢出现问题。 
1.2 专业性压力源 
急救科所接受的患者病情均有着危重性特点，对

抢救效率有着较高的要求，院前急救不通用急诊室的

抢救，其成败与后期救治的有效性有着一定关联，急

诊护士需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并在接到急救电话时第

一时间做好充分准备，一般情况下反应时间多控制在 3
分钟内完成，而对于患者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如若

因护理人员个人原因导致病人病情加重，其会产生较

为强烈的内疚感，同时还会受到来自患者家属的谴责，

心理压力较大。其次因患者疾病类型有着较大差异性，

护理人员会担心自身专业水平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

或者护理人员在工作期间患者突然死亡等等。再加上

院前急救患者有着突发性特点，患者会有焦躁不安、

不配合等反应，而且家属本就缺乏一定医疗知识，将

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医护人员，一旦在护理过程中出现

少许差错都可能会引发医疗纠纷，甚至有不理智家属

会有打骂医护人员的现象，这也会伤害到护理人员的

尊严，威胁到其生命健康。 
1.3 工作环境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在展开院前急救时，其环境

相对较为混乱，而在抢救时会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支

撑，因受到环境的影响，致使各设备无法达到最佳工

作状态，给抢救工作开展的顺利性带来一定阻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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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转运途中，可能需在救护车上对患者进行救治，

但救护车空间有限，治疗及各护理操作实施起来相对

较为困难，因此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抢救效果，护理人

员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1]。 
1.4 人际关系的压力 
院前急救工作有着繁杂性特点，涉及的护理操作

内容较多且有着环环相扣的特点，若其中一个环节出

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实际救治效果，而这就需要

护理人员之间的密切配合，并有丰富经验以及扎实的

理论与实操水平，能够在遇到任何病情时均可做好评

估与救治工作，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这就要求护理人员需处理好人际关系，与医生及护理

人员密切配合。但若由于意见不统一出现争执，会直

接影响到救治的顺利性。其次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

也至关重要，若护士沟通技巧不足，在无法满足病人

及其家属所提出的要求后，就会产生矛盾并导致护患

纠纷事件发生，这也是压力来源之一[2]。 
1.5 安全问题 
在急救时救护车一般行驶速度较快，而在这情形

下可能会大大提升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给护理人员造

成较大心理压力。与此同时在抢救过程中会直接接触

患者的血液与体液，并且在行车过程中对患者展开静

脉穿刺时，因车辆的不稳定性较易出现针刺伤，护理

人员会担心感染血源性疾病。其次部分家属及其患者

情绪较为激动，对抢救及护理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可

能会出现各暴力威胁事件。 
2 提高应对能力，缓解护士压力 
2.1 合理调整人员配置 
上文中提出，急诊科院前急救人员工作负荷较重

是其主要压力源，而这不仅会影响救治效率，可能还

会引发各不良事件发生，对此就需做好人力资源配置

工作，确保每位护理人员均有足够休息时间，采取轮

岗的方式来减轻其工作压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做

好人数比例调整工作，每个小组内需有一名男性护理

人员辅助协助搬运患者完成转运工作。 
2.2 加强急救设备建设 
因在接到 120 急救电话后，院前急救小组需在限

定时间内出车赶往现场，而这一过程护理人员还需做

好各医疗设备、药品的准备工作，这也会加重护理人

员的工作强度。对此就可提前准备好急救所需物品，

并在每个交接班时做好检查与记录工作，做到及时更

新与补充，确保一直处于完整状态，而这也能够在减

轻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同时有效地缩短急救反应时

间，切实提高救治有效性[3]。 
2.3 完善急救应急预案 
为保证院前急救工作能够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顺

利开展，首先还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工作，通过明确责

任范围并落实到个人的方式来起到有效规范作用，以

此来提高其责任意识，使其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展

开各项操作，同时还应当结合以往经验对较易出现的

风险事件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并制定对应的措

施，起到有效预防与规避作用的同时还可在遇到类似

问题时从容应对，保证抢救秩序的良好性，最大程度

降低因此所导致的病死率，减轻护理人员因此心理所

产生的愧疚感。 
2.4 重视护士心理素质培养 
院前急救护理人员的心理素质与工作开展的顺利

性与有效性具有一定关联性，对此还应当对此加强重

视度，采取人性化管理模式，使其能够时刻保持积极

且良好的心态。医院内应当邀请专家对护理人员展开

知识讲座，为其提供心理咨询与辅导，以此来稳定护

理人员的情绪状态，提高其应激能力[4]。 
2.5 定期展开专业能力培训 
急救科收治的患者病情有着多样化特点，对护理

人员的操作能力有着较高要求，对此还应当采取培训

的方式来提高护理人员的理论知识与实操能力，重点

是各急救器材的使用以及沟通技巧等方面，而在此可

应用情景模拟的方式来培养其应变能力，并且在共同

参与下提升其团队协作能力，使其能够在后期院前抢

救过程中密切配合，沉稳的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抢救与

治疗，并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切实提高救

治有序性的同时建立良好护患关系，而这也可大大提

升抢救成功率，并让护理人员产生一定成就感，最大

程度的降低纠纷事件的发生。 
2.6 给予护士肯定与理解 
对于护理人员所付出管理人员需及时对其进行肯

定，并及时与护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其心理状

态与实际需求，听取护理人员的想法及意见，在符合

标准的情况下尽量满足，解决其在工作以及生活中的

各项问题，使得护士能够切实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

同时定期举办一些活动，为护士提供可以释放压力的

空间，使其心态处于较为平衡状态。 
2.7 强化职业防护 
因职业性质其职业暴露风险性相对较高，对此院

内应及时加大自身安全防护宣传力度，其中包含消毒

隔离、传染病防护等知识点，使得护理人员能够有较



谈林艳                                                            院前急救护士工作压力源和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 67 - 

强的防护意识，在日常各操作中做好自我保护工作。

如在院前急救时还应当佩戴整齐的隔离衣物，包括口

罩、手套、面罩等，在接触患者体液后续及时进行更

换并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操作时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展开，若不慎出现穿刺性损伤，还应当及时将血液挤

出并利用碘伏消毒，同时抽取患者的血液进行传染病

监测，及时根据结果注射相应的疫苗以及服药抗病毒

药物，以此来避免给自身带来伤害。 
3 讨论 
综上所述，院前抢救工作相对较为特殊，有着强

度高、节奏快的特点，护理人员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

压力，而压力也是导致护理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对

此就需要分析护理人员压力源所在，并通过强化安全

防护、重视心理素质的培养、加强急救设备建设、完

善人力资源配置、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技能水平以及给

予其肯定与支持等方式来起到有效改善作用，促进护

理人员身心健康发展，使其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完成各

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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