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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危重症患者急救与转运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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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院前

急救急危重症患者临床资料，入院时间段 2020 年 6 月~2022 年 7 月，随机分两组，Y 组 50 例患者，采用预见性

护理，C 组 50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比较 Y 组及 C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通过表 1 看出两组治疗时间、

抢救时间、住院时间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治疗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短于 C 组，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表 2 看出两组护理满意度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优于 C 组，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表 3
看出两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高于 C 组，具备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的应用效果尤为突出，值得临床推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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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pre-hospital emergency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00 pre-hospital emergency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admission time was from June 2020 to July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Y (50 cases) 
and group C (50 cases) with predictive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group Y and group C were 
compared. Results From Table 1,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time, rescue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time, rescue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in 
Group Y a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Group C,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able 2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C,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 3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aid effect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first aid effect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ransporta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Y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C,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pre-hospital emergency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redictive nursing; Emergency treatment; Transshipment; Nursing mode 
 

在临床上，急救急危重症患者病情较重需及时治 疗，如若治疗不及时会导致病情加剧，危及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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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治疗后，需结合患者病情转运到相应的科室，转

运操作存在风险，若是转运不当则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引发医患纠纷[1]。有文献显示[2]，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

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为了验证此

内容，本文回顾性分析 100 例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

临床资料，随机分两组，分别采用预见性护理与常规

护理，比较 Y 组及 C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回顾性分析 100 例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临床资

料，入院时间段 2020 年 6 月~2022 年 7 月，随机分两

组，Y 组 50 例患者，采用预见性护理，C 组 50 例患

者，采用常规护理。Y 组均龄（53.63±8.16）岁，C
组均龄（53.54±8.25）岁，。两组男性老年患者均为 2
7 例，女性老年患者均 26 例。纳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排出精神异常、重大疾病等患者。研究对象

的平均年纪与平均病程等相关资料具有可比性（P>0.0
5）。 

1.2 方法 
C 组 50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监测患者身体指

标，按照医嘱开展护理工作，若是患者出现异常状况

则第一时间通知医生。 
Y 组 50 例患者，采用预见性护理：①学习阶段。

为了保证预见性护理效果，应对院前护理人员进行系

统培训，加强护理人员的预见性护理认识，提高护理

人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3]。之后进行实操演练，提高护

理人员实操能力。接着展开审核工作，保证护理人员

充分掌握预见性护理方法后，再投身到实际工作中，

并定期开展研讨会，以进一步加强护理人员的护理效

率[4]。②急救阶段。在急救中，护理人员要严格把控医

用物资，确保医用物资的数量充足，若是存在误差则

第一时间进行整改。③转运前期。护理人员准确掌握

患者病情，并结合有关内容配合医生急救工作，在急

救期间动态关注患者心电图，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

则强化相应解决措施，同时与相关科室取得联系，便

于之后科室开展及时有效的治疗。④转运中期。在转

运中，有关人员做好陪护工作，避免转运中出现碰撞

问题，同时动态监控患者的管道，避免发生异常。另

外，依据液体的应用效果对患者的液体注射速度进行

把控。⑤转运后期。护理人员要与科室护理人员做好

交际工作，保证各项信息都得到准确转述，并嘱咐相

关人员进行实时的数据监管[5]。 
1.3 评定标准 
（1）治疗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 
记录患者的治疗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6]。 
（2）护理满意度 
应用自制评分表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总

分 100 分，满意分数高于 80 分，不满意分数低于 80
分[7]。 

（3）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 
应用自制评分表对患者急救效果进行评价，总分 1

00 分，显效分数高于 80 分，有效分数 70~80 分，无效

分数低于 70 分。观察记录患者转运情况[8]。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 系统，计数资料（n，%）表示，

χ2 检验；计量资料（x±s）表示，t 检验，检验水准 
P＜0.05。 

2 结果 
2.1 对比 Y 组与 C 组患者的治疗时间、抢救时间、

住院时间 
通过表 1 看出两组治疗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

间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治疗时间、抢救时间、住院

时间短于 C 组，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比 Y 组与 C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通过表 2 看出两组护理满意度差距明显，Y 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优于 C 组，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2.3 对比 Y 组与 C 组患者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

率 
通过表 3 看出两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差距明

显，Y 组患者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高于 C 组，具

备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对比 Y 组与 C 组患者的治疗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
−

x ±s） 

组别 例数 治疗时间（分钟） 抢救时间（分钟） 住院时间（天） 

Y 组 50 30.22±2.31 40.17±2.77 10.26±1.34 

C 组 50 48.19±4.26 55.26±3.66 15.31±2.25 

T 值  11.264 12.892 14.265 

P 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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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 Y 组与 C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Y 组 50 48 2 96.00 

C 组 50 42 8 84.00 

χ2 值    7.896 

P 值    <0.05 

表 3 对比 Y 组与 C 组患者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抢救成功率 

Y 组 50 23（46.00） 25（50.00） 2（4.00） 48（96.00） 48（96.00） 

C 组 50 20（40.00） 22（44.00） 8（16.00） 42（84.00） 42（84.00） 

χ2 值  3.376 3.826 2.372 8.234 8.23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及时且高效的治

疗非常重要[9]。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的治疗，需详细

调查患者病情，便于展开针对性急救，急救成功后结

合患者真实情况转运到相应科室展开继续治疗，以有

效把控患者病情。预见性护理为新型护理模式，运用

到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不但能够规避一些

风险因素，还能保证患者临床疗效，应用效果十分理

想
【10-12】。本文研究结果为：通过表 1 看出两组治疗时

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治疗

时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分别为 30.22±2.31 分钟、

40.17±2.77 分钟、10.26±1.34 天，C 组患者的治疗时

间、抢救时间、住院时间分别为 48.19±4.26 分钟、55.
26±3.66 分钟、15.31±2.25 天，Y 组患者的治疗时间、

抢救时间、住院时间短于 C 组。通过表 2 看出两组护

理满意度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优于 C 组。

通过表 3 看出两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差距明显，Y
组患者的急救效果与抢救成功率高于 C 组。此结果，

充分验证了 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

运中的应用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

转运中的应用效果尤为突出，相比常规护理，预见性

护理对急救急危重症患者的影响更大，有助于提高患

者抢救成功率，缩短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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