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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急救护理对急诊危重症患者的影响 

王 红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广元 

【摘要】目的 分析急诊急救护理对急诊危重症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期

间收治的急诊危重症患者 100 例，其中选择 2024 年 1 月-2024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急诊危重症患者作为对照组（50
例，采取常规急救护理方法）。选择 2024 年 7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急诊危重症患者作为观察组（50 例，

采取急诊急救护理方法）。对两组的急救时间与急诊响应时间进行评估，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与护理质量进

行比对。结果 观察组的急救时间与急诊响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高于对照组

患者。同时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对急诊危重症患

者实施急诊急救护理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有效减少急救时间与急诊

响应时间。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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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mergency first aid nursing on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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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first aid nursing on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4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of 
which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24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using conventional emergency nursing methods).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uly 2024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using emergency first aid nursing methods). The emergency tim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mergency tim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first aid nursing for emergency critical patients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emergency tim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ime. It has shown high valu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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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的关键时刻，急救是不可或

缺的主要治疗方式[1]。由于这些患者的病情变化快，时

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的延续。然而，随着疾病种类

的增加和患者数量的上升，传统的护理流程已逐渐无

法适应现代急诊科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对急诊流程

进行优化，以提高救治效率。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和探

讨优化急救护理全流程在急危重症患者抢救中的实际

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急诊危

重症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选择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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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急诊危重症患者作为对照组

（50 例，男 24 例，女 26 例，年龄 20-74 岁，平均年

龄 50.85±11.45 岁）。选择 2024 年 7 月-2024 年 12 月

期间收治的急诊危重症患者作为观察组（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21-75 岁，平均年龄 51.08±12.36
岁）。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均在明确

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也获得了本

院伦理委员会的全面知悉和正式批准，确保了研究的

合规性和伦理性。 
1.2 方法 
1.2.1 常规急救护理方法 
（1）急救措施：当急危重症患者出现生命危险的

症状，如心跳停止、呼吸停止、昏迷等时，首要任务就

是立即进行急救措施。这包括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

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防止进一步的生命危险。 
（2）专业医疗护理：急危重症患者需要在医院接

受专业的医疗护理。这包括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如心率、血压、呼吸等，以及给予必要的药物治疗、手

术治疗等。同时，医护人员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

变化，根据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及时评估：在急危重症患者抢救过程中，及

时评估患者的病情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评估患者的

基本情况、主要症状、皮肤情况、阳性辅助检查等，以

便更好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4）急救护理措施：在急救过程中，需要快速建

立静脉通道，以便给予患者必要的药物治疗[2]。同时，

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可能还需要进行吸氧、心电监护、

留置导尿等护理措施。这些护理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持

患者的生命体征，并为患者的进一步治疗提供基础。 
（5）卧位与安全：对于急危重症患者，保持合适

的体位是非常重要的。医护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

选择合适的体位，如平卧位、半卧位等。同时，还需要

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对昏迷病人应及时吸出口鼻

及气管内分泌物，予以氧气吸入。对于牙关紧闭、抽搐

的病人，可以使用牙垫、开口器等防止舌咬伤、舌后缀。

此外，还需要注意患者的安全，如使用护栏、约束带等

防止坠床等意外情况的发生。 
（6）严密观察病情：在急危重症患者抢救过程中，

医护人员需要严密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这包括对病

人生命体征、神志、瞳孔、出血情况、血氧饱和度、中

心静脉压、末梢循环等情况进行动态观察[3]。同时，还

需要配合医生积极进行抢救，做好护理记录，以便为患

者的后续治疗提供参考。 
1.2.2 急诊急救护理方法 
（1）构建急诊急救护理团队：计划组建一个急诊

急救护理团队，该团队由急诊科副主任、护士长及资深

责任护士构成。所有团队成员均积累了丰富的急诊工

作经验，对急诊常见危重症疾病的护理要点有深入了

解，并具备出色的沟通和应变能力。团队将通过定期会

议，运用鱼骨图分析法深入探讨以往急诊急救护理中

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科室实际情况，共同制定一套标准

化的急救护理方案，旨在优化急诊急救流程，合理配置

医疗资源[4]。 
（2）执行急诊急救护理方案：为了给患者创造一

个温馨舒适的急诊科环境，将确保急诊护士以热情、微

笑的态度接待每一位患者及家属。在患者进入急诊室

后，护士会迅速全面了解患者情况，并在 3 分钟内利

用急诊预检快速评估工具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引导至相应区域。对于危重症患

者，将立即开启绿色通道，优先接诊，做好转运陪同工

作，并迅速为患者建立 2 至 3 条静脉通路，确保急救

药物和物品准备充分。同时，急诊急救护理团队会遵医

嘱为患者实施吸氧管理，及时清理患者口部异物，并密

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5]。此外，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与检查室沟通，及时

护送患者进行检查，缩短等待时间。在患者体征稳定后，

会将其护送至相应的专科病房，并做好交接工作，确保

各环节顺畅衔接。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在急救护理期

间急诊急救护理团队会给予积极心理暗示，不断安抚

和鼓励他们，同时耐心解释各项操作的目的和意义，以

增强患者的信赖感，确保急救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急

诊急救护理团队还会对家属进行同步健康教育，以恰

当的语言告知家属患者的病情进展，满足其知情权，并

列举以往急救护理后恢复良好的病例，以缓解家属的

紧张情绪[6]。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调查收集两组患者护

理满意度评分进行评估。需要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

评分进行收集评估。同时对两组的急救时间与急诊响

应时间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χ2 和%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以 t 和（ sx ± ）表示，

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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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护理质量评分比对 
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结果分别为，急诊护理

（97.7±3.8）分、患者管理（96.3±5.2）分、风险评估

（94.6±7.5）分、心理护理（98.1±7.0）分；对照组的

评分结果分别为，急诊护理（89.1±2.9）分、患者管理

（83.2±3.1）分、风险评估（83.9±5.6）分、心理护理

（83.6±4.9）分；t=12.722，P=0.001，t=15.301，P=0.001，
t=8.083，P=0.001，t=12.000，P=0.001；观察组护理质

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2.2 护理满意度比对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为，满意 22 例

（44%），基本满意 26 例（52%），不满意 2 例（4%），

护理满意度是 96%；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为，满意 18 例（36%），基本满意 24 例（48%），不

满意 8 例（16%），护理满意度是 84%；χ2 =4.000，
P=0.046，统计学检验显示，组间数据表现出明显差异

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急救时间与急诊响应时间比对 
观察组的急救时间（33.27±7.58）min 与急诊响应

时间（8.38±1.52）min 均低于对照组的急救时间（43.19
±8.86）min 与急诊响应时间（12.27±1.69）min，t=6.016，
P=0.001，t=12.101，P=0.001（P＜0.05）。 

3 讨论 
急诊科作为医院的关键部门，对医护人员的专业

技能有着严格的标准。由于急诊患者往往病情复杂多

变，控制难度大，且伴随多种紧急并发症，这不仅直接

关乎患者的生命安全，也是对急诊医护人员应急处置

能力的一大考验，为急诊救治任务增添了重重困难[7]。

因此，急救护理人员需精通急救技能，确保在抢救患者

时能够准确诊断、迅速治疗，提升抢救效率，为患者赢

得宝贵时间。急诊急救护理流程旨在整合资源，合理分

配人员，精简步骤，从而增强急诊科团队的综合能力，

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进而最大限度地挽救患者

生命，降低死亡率。 
在此前提下，需找出对急诊危重症患者的有效急

救护理方法。目前在对急诊危重症患者实行急救护理

时，通常采用常规急救护理方法，但常规的急救护理流

程可能缺乏明确的标准化操作规范，导致医护人员在

急救过程中存在操作不一致、步骤繁琐等问题。这不仅

可能延误抢救时间，还可能增加患者的风险。其次，急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需要多个医护人员协同工作，但常

规的急救护理方法可能缺乏高效的团队协作机制[8]。医

护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可能

导致抢救过程中的混乱和延误。此外，常规的急救护理

方法可能仅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等基本信息，而忽略

了患者的心理、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这可能导致在抢救

过程中忽视了患者的全面需求，影响抢救效果。最后，

常规的急救护理方法可能存在护理记录不规范、不完

整等问题。这不仅可能影响后续的诊疗工作，还可能对

患者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此，采用常规护理难以取

得很好的效果。 
对这一特点而言，急诊急救护理得到大量关注。首

先，急诊急救护理通过明确的职责划分和高效的沟通

机制，确保了各个团队成员之间的紧密配合。这种团队

协作不仅能够快速响应患者的需求，还能够在遇到复

杂情况时，通过集体智慧和经验，制定出更为合理和有

效的治疗方案。其次，急诊急救护理将患者安全放在首

位，通过规范的操作和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了急救过

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达到预定的标准。这不仅降

低了患者在急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还提高了患

者的满意度和信任度[9]。此外，急诊急救护理能够确保

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从而减轻

患者的痛苦和家属的担忧。通过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

素质和服务水平，还能够增强患者和家属对医疗机构

的信任感和满意度。总的来说，急诊急救护理团队建设

与实施方案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急诊科的急救能力

和水平，还能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专业、温馨的急救

护理服务，促进患者早日康复，能够提高抢救效率、增

强团队协作、提升患者安全性、促进技能更新和知识应

用、改善护理记录和质量管理以及增强患者和家属的

满意度。这些优势共同为急诊危重症患者提供了更为

优质和高效的救治服务。本研究也表示，观察组的急救

时间与急诊响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质量高于对照组患者。同时观察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与方琴,朱文

文[10]研究结论类似。 
综上所述，对急诊危重症患者实施急诊急救护理

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提高

护理质量，有效减少急救时间与急诊响应时间。在实际

应用中展现出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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