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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陪检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探讨 

宗应丹，章 晴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人民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评价急诊陪检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在 2024 年 1 月-2024 年 6 月份收治的

80 例急救患者进行研究，其中 2024 年 1-2024 年 3 月未开展急诊陪检工作；患者数量 40 例，为本次研究的对照

组，2024 年 4 月-2024 年 6 月份开展急诊陪检工作，患者的数量 40 例，为本次研究的实验组，分析护理前后两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结果 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佳，护理质量更高，p<0.05。结论 对于急

诊就医的患者提供急诊护理，可以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提升护理质量，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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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iscussion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escort in nursing work 

Yingdan Zong, Qing Zhang 

Shanghai Chongming District Changxing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mergency escort in nursing work. Methods 80 emergency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2024.1-2024.0 June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and emergency care was not conducted in 
2024.1-2024.3; 40 patients were the control group of this study, 2024.4-2024. in June; 40 patients w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the study, and the nursing quality. Results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better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igher nursing quality, p <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emergency care for emergency patients can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hich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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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急诊医学的发展，陪检工作为当前急诊

工作的重要环节，陪检工作不仅是对患者的关爱、支持

和帮助。同时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患者提供正确的抢救

方案，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急诊工作存在突发性、

群体性。而且重症患者相对较为集中，患者的疾病种类

多，医护人员与患者比例存在不足之处，故对于急诊陪

检工作当中，医护人员有效的判断患者的病情危急程

度，可以提升患者的抢救效果。而单纯的依据医护人员

的直觉和主观经验进行判断，在某时间内患者集中时，

易导致护理人员忽视潜在危险的危重患者，而潜在危

重患者在检查过程中，需要转运，该段时间内的护理显

得十分重要，本文就急诊陪检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

果进行讨论，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时间范围

2024.1-2024.6 月，80 例患者当中女性 32 例，男性 48
例，80 例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24-69 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 49.51±1.42 岁。分析所有患者的基础资料，显示

P>0.05，可开展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提供常规的护理，患者就诊期间由医

护人员给予引导，提醒患者排队就诊，并依据医生开具

的检查内容由家属陪同完成检查。 
实验组患者提供急诊陪检护理，具体包括： 
（1）建立急诊陪检护理小组，提升陪检护理人员

的服务能力，通过业务学习，举办专题 讲座的形式，

对护理人员提供规范训练，掌握与患者沟通的模式，如

何为患者健康宣传教育，陪检过程中的急诊急救注意

事项，学习相关知识等，要求护理人学习心理学、伦理

学、行为科学等相关知识，并加强护理人员学习相关法

律知识，提升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提升护理人员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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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质[2]。 
（2）提升陪检护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

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合理的配备专业的人员陪诊，可

以保证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故陪检的护理人员应具备

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应急能力，对急诊的规章制度可

以充分掌握，掌握相关工作流程和急救技术[3]。 
（3）掌握患者病情程度，依据 MWES 评分，依据

评分结果选择相应的陪诊方式，若评分在五分以下时，

患者症状轻微，以一般急诊护理，由急诊陪检员进行陪

检。而病情危重的患者，评分在 5-8 分时病情危重，应

优先处理，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度，由低年资的护理人员

及急诊陪检员全程陪同进行检查，而评分在九分以上

的患者出现死亡的风险增加，应立即给予救治，由高年

资的护理人员及急诊陪检员带抢救药品以及便携式的

抢救仪器、设备全程陪同患者转运，掌握患者的病情[4]。 
（4）若患者出现突发急性疾病，此时患者多失去

了控制生理状态的能力，被迫进入到了陌生的环境，患

者的心理完整性受到损害。故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十

分重要，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有效的

引导，使得患者心理中抑郁、焦虑得到缓解，提醒患者

的配合度[5]。依据患者的生命体征，给予有效的专科护

理。患者行 CT、X 线或者 B 超等检查内容时，应依据

患者的体征、主诉，为护理人员提供专业性的护理内容，

掌握患者的病情，提升护理人员的观察和判断能力，及

时捕捉患者的基础信息，随时做好急救工作，并及时将

患者的检查结果反馈给医生，并执行医嘱给予相应的

护理措施[6]。 
（5）陪检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有效的陪伴，并与

患者进行沟通 ，解答患者的疑惑，营造温馨的候诊环

境，提升患者心理耐受能力，给予患者足够的心理支持，

消除患者的焦虑，提升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价其护理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涉及到的计数用 n%表示，检验通过 X2。

参与本次研究的病人数据均通过 SPSS21.0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P＜0.05，符合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研究。 
2 结果 
2.1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佳，p<0.05 
2.2 对照组患者在护理技术的评分在 12.17±5.16

分；服务态度评分在 14.42±2.16 分；责任心评分在

13.41±6.29 分；护理流程评分在 12.75±3.64 分；实验

组患者护理技术的评分在 18.25±5.45 分；服务态度评

分在 17.58±4.34 分；责任心评分在 19.28±5.41 分；

护理流程评分在 19.24±4.81 分；实验组患者的护理质

量更佳，p<0.05。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32（80.00%） 5（12.50%） 3（7.50%） 37（92.50%） 

实验组 40 36（90.00%） 4(10.00%) 0（0.00%） 40（100.00%） 

P - - - - ＜0.05 

 
3 讨论 
随着当前老龄化的加剧，疾病谱的改变，急诊科患

者的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急诊患者多病情急、病情危

重，而且病情变化快，有效的评估患者的病情程度，做

好患者的陪检工作，可以提升患者诊断的准确性，确保

患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诊断和治疗，提升患者的救

治成功率。而患者不同，病情差异大，故灵活掌握患者

的陪检顺序，依据患者的病情确定不同的检查方式，比

如同时收治的车祸患者，应依据患者的病情、轻、重、

缓急来确定陪检顺序，而护理人员在陪同患者检查的

过程，一旦发现患者出现了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脉搏

加速，应考虑患者是否出现了内脏出血，此类患者需要

先进行 B 超检查[7-8]。而在陪检的过程中患者出现了意

识不清、脉搏或者呼吸变慢时应协助患者先进行 CT 检

查，掌握患者是否出现了颅内疾病；而若患者病情较轻

时，应依不同检查结果出具的时间来确定检查的顺序，

先进行结果出来较慢的检查，之后再进行结果相对较

快的检查，减少诊疗浪费时间，提升临床诊断准确性。 
NEWS 评分系统，可以客观的为急诊患者提供数

字量化指导，对急诊陪检有着重要的指导依据，依据该

评分结果的高低，可以更好的区分别的病情，远优于单

纯的依据护理人员或者医生的主观判断，从客观上来

看，可以更好的实现高度准确的提升诊断的准确性。但

若只是依据医护人员的传统判断模式，即使患者的病

情相同，医护人员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评价结果[9]。而

NEWS 依据常规的指标给予相应的分值，依据评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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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同的级别医疗护理干差别不大，若评估分达到一

定水平时，需要及时为患者提供治疗，患者得到的评分

越高，说明患者的病情越重，患者病情的变化速度更快，

需要依据为患者提供治疗。而且患者也需要级别更高

的护理，需要医护人员拥有更高水平的护理能力。若患

者的评分超过九分时，患者出现死亡的风险增加，需要

及时救治，此类患者在检查过程中需要选择高年资的

护理人员联合急诊医生全程陪同患者进行检查和诊断。

但若患者的评分相对较低时，可以依据患者的评分结

果，合理的调配护理人员，协助患者完成检查，提升了

医护人员的利用效率，降低患者出现死亡的机率[10]。

规避了不必要的医疗风险。而有效的评估患者的病情，

让医护人员在面对繁忙的急诊工作中，客观的分析患

者的病情，依据患者的评分结果，来确定患者就诊的顺

序 ，陪同检查的级别，可以有重点、主次分明的为患

者提供陪检护理服务，若患者出现潜在病情恶化时，依

据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合理的利用了医疗资源，提升

了患者的护理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急诊陪检工作的展开，该种护理模式，

充分的满足了患者的需求，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陪检

护理工作，充分的尊重患者，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均转

变传统的观念 ，提升自身的服务意识，让患者满意作

为衡量工作质量的重要目标，坚持以及患者为中心，充

分的开展人性化和亲情化的护理模式，在追求管理水

平的同时，提升了对患者的护理质量，而陪检护理人员

的专业和真诚更能打动患者，为患者提供了足够的救

治时间，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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