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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创伤患者的早期干预和治疗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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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早期干预在胸腹创伤患者急救中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6 月，拟定研究计划，

收集相关数据，2024 年 6 月我院接诊胸腹创伤患者 100 例参与分析，患者均予以早期干预，评估患者急救治疗效

果，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及家庭满意度等。结果 100 例胸腹创伤患者急救成功率 100.00%，并发症发生率 0.00%，

患者及家庭满意度 98.00%。结论 胸腹创伤患者急救中采用早期干预，能提高患者救治效果，减少并发症发生风

险，提高患者及家庭满意度，全面保障患者机体健康，提高预后，值得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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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early intervention in the first aid of patients with 
thoracoabdominal trauma. Methods A research plan was formulated in June 2022 to collect relevant data. In June 2024, 
100 patients with chest and abdominal trauma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analysis. Early intervention was given to 
all patient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treatment,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pati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100 patients with chest and abdominal trauma was 
100.00%,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0.00%, and the pati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rate was 98.00%. Conclusion 
Early intervention in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est and abdominal trauma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increase pati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comprehensively protect the patient's physical 
health, and improve prognosi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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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创伤是指通过外力作用对胸腔及腹腔造成的

损伤，此类病症可以由各种因素引起，如交通事故、跌

倒、暴力攻击、运动损伤等。据研究，胸腹创伤可以影

响到人体内多个器官，如肺、心脏、肝脏、脾脏、肾脏

以及血管等[1]。胸部创伤通常表现为肋骨骨折、气胸、

血胸等，此类损伤可能导致患者出现呼吸困难、肺功能

下降甚至心脏骤停等严重后果。腹部创伤通常涉到内

脏器官的损伤，如肝脏、脾脏或肠道的破裂，可能导致

出血、感染等并发症。胸腹创伤的危害非常严重，及时

的评估及干预对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2]。近年，胸腹创

伤的相关研究随着交通事故、暴力行为等社会问题的

增加而逐渐增多。早期识别并处理胸腹创伤能够显著

降低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加之，医学影像学技术的

发展，CT 扫描、MRI 等，医生可以更快速、更准确地

评估创伤的程度，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3]。早期干预指

在创伤发生后尽早采取适当的医疗措施，以稳定患者

的生命体征，并改善预后，对于胸腹创伤患者来说，早

期干预尤为重要。早期干预的主要目标是尽快识别创

伤类型、止血、恢复呼吸功能，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并发

症进行干预，此类操作不仅需要医生的迅速反应，还强

调救护人员在现场所能采取的紧急措施。通过早期干

预能够有效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的治愈率，通过及

时的干预，患者能够更快恢复正常功能，得到良好的生

活质量[4]。胸腹创伤是严重的外伤类型，其危害性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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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早期干预正日益成为

提升胸腹创伤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通过早期识别与

及时干预，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5]。本文选取

2022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我院胸腹创伤患者 100 例，

予以早期干预，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我院胸腹创伤患

者 100 例，作为临床研究数据，入组患者及家庭知情、

认可本次研究，其中男性 70 例，女性 30 例，年龄入

组标准 20 岁～65 岁，平均（42.48±3.33）岁，体重入

组标准 45kg～90kg，平均（67.16±2.34）kg，受教育年

限入组标准 6 年～16 年，平均（11.16±1.31）年，收缩

压入组范围 115mmHg～155mmHg，平均（135.24±10.19）
mmHg、舒张压入组标准 70mmHg～98mmHg，平均

（84.32±10.65）mmHg。致病分型：车祸伤患者 48 例；

高处坠落伤 25 例；重物压砸伤 27 例。 
纳入标准：（1）资料齐全，患者符合胸腹创伤症

状诊断标准，具备影像学诊断数据。（2）无凝血功能

障碍疾病者纳入。（3）患者自愿参与研究，授权同意

书齐全。 
排除标准：（1）主动申请退出研究者排除。（2）

孕期、哺乳期患者排除。（3）因依从性较差等原因无

法配合本次研究者排除。 
1.2 方法 
胸腹创伤早期干预步骤： 
（1）院前急救：工作人员接到出诊电话后，快速

赶往现场，并确认现场安全，避免患者出现二次伤害，

快速且详细评估患者的意识、呼吸和循环状态，通过急

救中心，报告事故发生情况及患者状况。若患者意识丧

失，急救人员协助患者仰头抬颏，确保气道通畅，如有

呕吐物或异物，需要及时清除。为患者检查呼吸频率及

心率，若患者呼吸暂停，需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CPR），
观察患者是否有明显外伤出血，急救人员使用干净的

纱布或绷带按压伤口，控制出血，如患者出血严重可考

虑使用加压止血带。如患者伴有骨折或脊椎损伤，需要

确保患者尽量避免移动，使用担架或夹板，保持患者稳

定后转移到救护车。急救过程中详细记录患者的基本

信息、创伤类型、出血情况及急救措施，以便后续治疗。 
（2）转运途中监护：急救人员使用监护仪器实时

监测心率、血压、呼吸等生命体征，定时记录并报告变

化情况，如患者有呼吸困难，予以氧气辅助，确保氧气

供应，根据患者的情况，调整体位以减轻痛苦或避免进

一步损伤，转运过程中观察患者有无晕厥、严重疼痛等

症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在转运途中，保持与接收医

院的联系，报告患者情况，为院内准备工作做好准备。 
（3）院内救护：到达医院后，由医护人员接手，

传达患者的情况及急救过程，根据需要，为患者提供胸

部 X 线、CT 等影像学检查，以明确内部损伤情况，在

确保患者稳定后，尽快建立静脉通路，以便输液与药物

治疗。如检查后患者伴有严重损伤，需准备及时进行手

术干预，将患者转入监护病房，进行进一步的生命体征

监测与支持治疗。工作人员定期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调整治疗方案，并与家属沟通病情，提供必要的心理支

持，帮助患者及其家属缓解焦虑。 
1.3 评价指标 
1.3.1 急救治疗 
记录患者接受早期干预模式下急救成功情况。 
1.3.2 并发症 
由工作人员详细记录患者康复过程中相关并发症

发生情况。 
1.3.3 满意度 
邀请患者及家庭参与满意度评估，以不记名问卷

形式开展，百分制计数，非常满意（85 分～100 分）、

满意（60 分～＜85 分）、不满意（0～<60 分）。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数据 SPSS25.0 分析，计数（%）表示，检测

χ2检验，统计资料（ ±s）表示。 
2 结果 
2.1 胸腹创伤患者急救效果分析 
本次研究 100 例胸腹创伤患者急救成功率

100.00%，详情见表 1。 
表 1  胸腹创伤患者急救效果分析[n（%）] 

项目 n 人数 占比 

胸腹创伤患者 100 100 100.00 

 
2.2 胸腹创伤患者并发症分析 
100 例患者早期干预后，患者恢复过程中无明显并

发症发生。 
2.3 胸腹创伤患者满意度分析 
100 例患者早期干预后，患者及家庭满意度 98.00%

（非常满意 65 例，满意 33 例，不满意 2 例）。 
3 讨论 
胸腹创伤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该

症的发病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交通安全措施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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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疗技术的进步，胸腹创伤等症状的发生得到显

著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交通事故是导致胸腹创伤的重

要原因。每年全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 135
万人，其中多数患者伴有严重的胸腹创伤[6]。胸腹创伤

是医疗急救中常见且复杂的病症，此类创伤往往伴随

着严重的生理变化，危及患者的生命。对于胸腹创伤患

者的急救处理，早期干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干

预通常是指在患者病情尚处于可逆阶段时，通过合理、

快速的医疗措施，尽早识别、处理潜在的危及生命的病

因[7]。在胸腹创伤中，早期干预不仅能够减轻创伤带来

的生理压力，还能显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提高患

者的生存机会。胸腹创伤患者常面临呼吸衰竭、休克等

严重的生命体征不稳定情况，通过早期干预，医疗团队

能够迅速评估患者的生命体征，通过早期的心电监护、

脉搏氧饱和度监测等手段，能够及时识别病情变化，并

依照患者需求提供气道管理、呼吸循环支持等干预，以

保证患者身心健康[8]。研究所示：100 例胸腹创伤患者

急救成功率 100.00%，并发症发生率 0.00%，患者及家

庭满意度 98.00%。据研究，对于出现严重创伤的患者，

早期的干预措施能有效降低其死亡率，及时的手术干

预可以修复内脏损伤，同时减轻内出血的病理过程，早

期进行干预，显著降低感染、脏器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

发生率，患者在经历有效的早期干预后，通常会有更快

的康复速度，减少住院时间，降低医疗成本[9]。胸腹创

伤患者除身体上的创伤外，心理的创伤同样不容忽视，

早期干预不仅包含身体治疗，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

态，通过及时的沟通及情感支持可以有效帮助患者降

低焦虑水平，增强患者的信心[10]。早期干预在胸腹创

伤患者急救中的具有显著优势，通过及时的监测与评

估，全面改善患者预后，提供心理支持，早期干预不仅

能提高患者生存率，减少并发症，还能加速患者康复。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早期干预将在胸腹创伤急救中

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为胸腹创伤患者提供更为优质

的救治服务。 
综上所述，早期干预在胸腹创伤患者急救中，能提

高患者救治效果，减少并发症风险，提高患者预后效果，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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