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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危重症病人标准化急救护理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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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急诊危重症病人标准化急救护理效果。方法 对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急诊的危重症病

人（n=60）进行随机分组，研究和对照组各 22 人，对照组行常规急诊护理，研究组采取标准化急救护理。对比

两组的分诊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患者满意度等指标。结果 实施标准化急救护理的研究组患者，其分

诊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等指标均低于对照组，且综合治疗效果较佳、患者的满意度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为急诊危重症病人提供标准化急救护理，可以有效提升治疗效果，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

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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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ed emergency nursing effec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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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emergency nursing for critical patien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n=60)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Febr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2 patients in the study and 22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emergency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standardized emergency care. The indexes of triage time, rescue time, hospital 
sta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dexes of triage time, rescue time and 
hospital stay in the study group with standardized emergency car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ffect was better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as higher,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standardized emergency care for emergency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reduce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and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Emergency;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Standardization; Emergency care 
 

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众对医院的

急救服务提出了更加严格和高标准的要求。为了进一

步满足公众对医院急救服务的期待，我们将强化急救

护理视为提升整体急救服务质量的突破口。选择一个

既科学又合理的急救护理模式对于提升急救护理工作

的效率和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标准化的急救护

理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急诊危重症病人的抢救成功

率，而且能够为这些病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1]，

确保他们在接受治疗后能够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命体

征。鉴于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在

急诊危重症病人抢救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对比分析不

同护理模式的优劣，探讨如何在实际操作中更好地实

施标准化急救护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急诊的危重症病人

（n=60）进行随机分组。从疾病范围来看，15 例为脑

血管疾病、23 例为呼吸系统疾病、19 例为外伤、3 例

为其他。对照组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

龄范围 41-68 岁，均值达到（53.08±1.22）岁；发病至

就诊时间范围 0.5-5h，均值达到（2.05±0.21）h。研究

组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1 例，年龄范围 42-71

https://ijnr.oajrc.org/


张雯                                                                    急诊危重症病人标准化急救护理效果研究 

- 115 - 

岁，均值达到（52.13±1.07）岁；体重范围 60-84kg，
均值达到（66.95±3.63）kg；发病至就诊时间范围 1-
4h，均值达到（1.98±0.19）h。所有患者一般资料无显

著差异，实验具有可行可比性，P＞0.05。告知书已经

签署，本次研究已经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纳入标准：（1）知晓本次实验；（2）非过敏体质。排

除标准：（1）存在常规药物禁忌症；（2）存在恶性肿

瘤；（3）肝功能、肾功能严重不全；（4）治疗期间依

从性偏低。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急救护理程序。当患者被送

达医院后，医护人员首先会对其病情进行初步评估，详

细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受伤程度并监测患者的各项

生命体征，如心率、血压、呼吸频率和体温等，确保能

够及时发现任何异常变化。同时，密切关注患者的意识

水平、疼痛程度以及其他可能的症状表现，以便能够迅

速识别病情的任何恶化趋势，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

及时调整治疗和护理方案。 
研究组患者接受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具体实施

步骤如下：首先，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

地进行抢救，需组建一个标准化的急救护理团队。团队

成员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且专业素质过硬的急诊科医

师和护理人员构成，为了确保团队的高效运作，可指定

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担任团队组长。这些成员不仅

能够迅速识别患者的紧急状况，还能在第一时间采取

恰当的处理措施，从而确保抢救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同时，团队成员需共同制订一套全面的风险管理制

度和标准化的急救流程，旨在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抢救

工作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和最有序的方式

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2]。其次，

团队成员们抵达抢救现场后，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与医

师紧密合作，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的快速评估。需要

在紧张而有限的时间内，准确判断患者的状况，以便立

即开展院前急救措施，以此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在患

者转运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们需根据患者的病史和体

征，进行更为详尽的病情评估，以便在途中就能为患者

提供更加精确的救治措施。再者，团队成员们需要提前

做好快速分诊的准备工作，确保所有必要的急救护理

设备，如平板车、救护车和氧气泵等，都处于待命状态，

以便患者一旦到达医院，就能够立即得到接诊。当患者

到达病区时，团队成员需负责将患者安全送至指定床

位，并立即开始进行病情评估。在此基础上，医护人员

将针对患者的病情特点、所使用的抢救设备以及所用

药品情况进行详细的交接。这一过程要求信息的准确

传递和无缝对接，以确保患者得到连续性的护理。且在

患者还未正式入院之前，就需要开始实施急救措施，包

括为患者提供吸氧、建立静脉通道以及应用必要的抢

救药物等。对于那些遭受外伤的患者，还需要及时进行

止血等紧急处理。转运到医院后，根据患者的病情程度，

第一时间通知相关科室的医生进行紧急会诊。另外，对

于心脏病突发或病情危急的患者，我们需立即启动紧

急抢救程序，在最大程度上缩短患者的抢救时间。这不

仅要求医护人员具备高度的专业技能和快速反应能力，

还要求医院能够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设备资源。因

此为了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建立一套

完善的绿色通道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1.3 观察指标 
1.3.1 记录两组患者的分诊、抢救、住院时间。 
1.3.2 调查 2 组满意度：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

90 分，满意 91-100 分。对满意度的计算以（一般+满
意）/30*100%的结果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处理数据，t 的作用：检验计量资

料，即（ x s± ），χ2 的作用：检验计数资料，即[n（%）]。
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分诊、抢救、住院时间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分诊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等指

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统计分诊、抢救、住院时间结果表（ x s± ） 

组别 分诊时间（min） 抢救时间（mind） 住院时间（d） 

对照组（n=30） 5.68±0.79 53.12±2.43 23.83±1.97 

研究组（n=30） 4.31±0.31 23.52±3.31 14.65±1.09 

 
2.2 满意度分析 
关于满意度，研究组患者十分满意 17 例，一般 10

例、不满意 3 例，总满意度 90.00%，对照组患者十分

满意 11例，一般 13例、不满意 6例，总满意度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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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研究组患者的满意度更高。（X2=6.351，P
＜0.05） 

3 讨论  
急诊科作为医院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承担着

救治危重症患者的关键职责。它不仅是患者在紧急情

况下得到及时救治的希望所在，也是挽救生命、保障患

者健康的重要阵地。在急诊科中，医师和护士们必须迅

速而准确地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对

于挽救危重症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够显著

提升患者在康复后的生存质量[3]。然而，由于危重症患

者通常病情发展迅猛，且变化无常，这就使得他们在治

疗过程中的死亡风险大大增加。面对这样的挑战，如何

有效提高抢救危重症患者的成功率，以及如何改善他

们的预后效果，已经成为当前临床医学领域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之一。急诊危重症病人通常会突然发病，且

病情极为严重，这些特点均要求医疗工作者在面对此

类情况时必须迅速响应，以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为了

应对这一挑战，相关研究指出，在抢救危重症患者的过

程中，除了要提供正确的治疗措施之外，还必须配合科

学合理的护理措施[4]。在紧急情况下，及时的急救护理

措施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合理的护理不仅

能够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身心支持，还能够帮助医疗团

队更好地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从

而在关键时刻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并尽可能缩短抢救

所需的时间[5]。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救治策略，急诊科能

够更有效地应对危重症患者的紧急情况，为他们争取

宝贵的生存机会。 
为了提升急救护理的质量和效率，我们必须充分

认识到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在抢救急诊危重症病人过

程中的重要性[6]。这种模式通过制定统一的护理流程和

内容，为护理人员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行动指南，使他们

能够有序地进行抢救工作，同时也加强了护理人员与

医师之间的协作[7]。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的应用，不仅

能够提高抢救工作的效率，还能够确保患者在抢救过

程中得到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帮助患者的生命

体征迅速恢复至正常水平[8]。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

这种标准化的护理模式对于帮助患者及时脱离生命危

险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此外，这种模式还能够有效缩短

患者的住院时间，间接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9]。这不仅

能够提升整体的医疗服务质量，还能够为医疗工作者

提供更为科学、规范的工作指导，从而为急诊危重症病

人的生命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综上，深入研究和广泛推广这种护理模式，对于确

保急诊危重症病人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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