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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急诊护理干预对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的康复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余占宝 

武威市人民医院  甘肃武威 

【摘要】目的 分析优质急诊护理干预对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的康复和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急诊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收治的 50 例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参

考组和实验组，每组 25 例，参考组接受常规急诊护理干预，实验组接受优质急诊护理干预。对比两组临床时间

指标及 PSQI 评分。结果 实验组的检查时间、急救时间、休克缓解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参考组（P<0.05）；
干预后，实验组的 PSQI 评分显著低于参考组（P<0.05）。结论 优质急诊护理干预能有效缩短严重创伤失血性休

克患者的临床时间指标，改善其睡眠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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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igh-quality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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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nalyze the impact of high-quality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admitted to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June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ith 
2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igh-quality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 two clinical time indicators and PSQI scores. 
Results The examination time, first aid time, shock relief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SQI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clinical time indicator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promote patient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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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作为急诊科面临的重大挑战

之一，其高死亡率和复杂性要求临床护理干预必须具

备高度的专业性和全面性[1]。传统常规急诊护理干预虽

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情，但往往难以满足患者多方

面的需求，尤其是在康复和睡眠质量方面。随着医疗技

术的进步和护理理念的革新，优质急诊护理干预应运

而生，它强调对患者实施全面、细致且个性化的护理，

旨在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并提高生活质量[2]。本研究旨在

探讨优质急诊护理干预对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的

康复和睡眠质量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护理干预提供参

考，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急诊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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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例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

方式的不同分为参考组和实验组，每组 25 例。参考组

男 17 例，女 8 例；年龄 18~55 岁，平均（40.38±7.85）
岁。实验组男 16 例，女 9 例；年龄 18~56 岁，平均

（40.63±7.21）岁。两组资料差异不大（P＞0.05）。

本研究已获得我院伦理审批，所有患者家属均知情同

意此次研究。 
1.2 方法 
参考组接受常规急诊护理干预，包括病情监测、生

命体征记录、建立静脉通道、输血输液等。实验组接受

优质急诊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包括： 
（1）基础护理与快速评估：接诊后，立即启动紧急

响应机制，迅速而有序地对患者进行全面的伤情检查。

这包括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细致评估，如呼吸频率、心率、

血压以及神志状态等，同时依据伤情分级标准进行初步

判断。对于存在开放性出血的患者，应立即对患处附近

的动脉实施压迫以暂时止血，并迅速清理呼吸道，确保

畅通，防止窒息导致的病情恶化。必要时，会给予患者

氧气支持或进行气管插管，以确保患者的呼吸功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维护。此外，还会迅速建立至少 2 条静脉通

道，为后续的药物使用和手术治疗提供充足的通路。 
（2）抗休克治疗与监测：紧密配合医生的指令，

积极进行血管舒张和积液处理，以维持患者血流动力

学的稳定。通过合理使用抗休克药物、止血药物等，控

制患者的休克状态，促进血液循环的恢复。同时，密切

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尿量等关键指标，以及时发现

和处理可能出现的循环和呼吸异常。 
（3）并发症预防与护理：对创伤部位进行彻底的

清洁和消毒，以降低感染的风险；保留导尿管并密切监

测尿液的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存在的肾脏

功能异常。此外，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呼吸窘迫综合

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以及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

并发症的征兆，并随时准备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4）心理护理与人文关怀：在急救过程中，始终

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温柔的话语和专业的安慰

技巧，给予患者全方位的安慰与鼓励。同时，积极与患

者家属进行沟通，向其详尽阐述病情状况及治疗方案，

以减轻其焦虑情绪，并鼓励其保持积极的态度和信心。

这种人文关怀的融入，使得急救过程更加人性化，有助

于提升患者的整体康复效果。 
（5）急救准备与转运：为了确保急救工作的顺利

进行，需提前检查并确保所有急救设备的齐全和正常

运转。这包括呼吸道管理设备、输液设备、监护设备等

关键设备。在患者情况稳定后，迅速将患者转运到手术

室或重症监护室进行进一步治疗。在转运过程中，密切

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并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紧

急情况。 
1.3 观察指标 
（1）记录患者的临床时间指标，包括检查时间、

急救时间、休克缓解时间以及住院时间。 
（2）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估患者

治疗前后的睡眠质量，从睡眠质量、睡眠效率以及睡眠

持续性进行评估，每个维度分值范围为 0~3 分，分数

越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均经 SPSS23.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 t 检验，用（ ）表示，当 P<0.05 时，视为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临床时间指标 
实验组的检查时间、急救时间、休克缓解时间以及

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参考组（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 PSQI 评分 
干预前，两组的PSQI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干预后，实验组的 PSQI 评分显著低于参考组（P<0.05），
详见表 2： 

表 1  两组的临床时间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检查时间（min） 急救时间（min） 休克缓解时间（h） 住院时间（d） 

实验组 25 16.30±2.28 45.60±6.89 3.06±0.37 21.79±2.76 

参考组 25 24.49±3.13 77.81±8.36 4.11±0.53 33.55±3.50 

t - 10.575 14.866 10.308 13.192 

P - 0.001 0.001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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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的 PSQI 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25 13.51±2.56 6.26±0.63 
参考组 25 13.66±2.62 9.41±1.24 

t - 0.205 11.324 
P - 0.838 0.001 

 
3 讨论 
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是一种因外部伤害引发机体

重创及内脏损伤，导致大量出血的病理状态[3]。其典型

临床症状涵盖皮肤色泽苍白伴湿冷感，心率异常（表现

为心动过速或严重心动过缓），呼吸急促，尿量显著减

少，意识状态改变，以及血压显著下降等。这种病症对

患者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采取适当的护

理干预，将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4]。因此，

采取及时、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于严重创伤失血性

休克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常规急诊护理干预在处理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

者时，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情恶化，但其局限

性显而易见。这种干预方式往往侧重于紧急处理患者

的生命体征和伤情，如快速止血、建立静脉通道等，却

容易忽视患者其他方面的需求[5]。相比之下，优质急诊

护理干预则是一种高度综合且精细化的护理模式，其

核心在于对患者实施全面而深入的整体护理[6]。这一模

式不仅涵盖了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病情评估与稳定

等基础护理内容，还着重于迅速而有效的抗休克治疗，

以确保患者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命体征得以维持。在并

发症预防方面，优质急诊护理干预通过细致的病情观

察和及时的干预措施，有效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率[7]。同时，心理护理作为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患者减轻紧张与恐惧

心理，提升其面对疾病的信心与勇气。此外，优质急诊

护理干预还强调了急救准备与转运的重要性。通过完

善的急救流程和高效的转运机制，确保了患者在紧急

情况下能够迅速获得必要的医疗资源，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患者的救治成功率[8]。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优质

急诊护理干预的患者在康复速度和睡眠质量方面均表

现出显著的优势。这进一步证实了优质急诊护理干预

在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护理中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优质急诊护理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康

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应该在急诊护理工作中积极推广

和应用优质急诊护理干预，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专业

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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