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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射病患者的院前急救与护理 
郭剑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632 部队  云南  昆明  650211） 

摘要：目的：研究热射病患者的院前急救与护理。方法 将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0 例热射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这些
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5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急救与护理，而观察组患者采取院前急救与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急救与护
理效果。结果 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急救与护理效果，根据实验数据可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急救与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
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热射病患者采取院前急救有明显的抢救效果，提高了抢救成功率，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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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射病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急症，其发病率往往在夏季时期较

高，热射病的发生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因

此需要做好热射病患者的急救与护理工作。本研究将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0 例热射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研究热

射病患者的院前急救与护理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0 例热射病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这些患者中有男患者 6 例，女患者 4 例，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53~80 岁，平均年龄为（63.5±4.3）岁，随机将这些患者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5 例。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均为自

愿参加本次研究且愿意配合；所有患者均符合热射病的诊断标准，且

患者不患有其他疾病。 

（二）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急救与护理，而观察组患者采取院前急救与

护理，其内容包括：（1）院前急救：为了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顺畅需要

让患者平卧，解开患者的衣扣或脱去患者的衣物，以便利用患者的散

热；患者若发生呕吐现象，需要让患者的头偏向一侧，以免患者在呕

吐过程中堵塞呼吸道，并且对患者口中的呕吐物进行及时的处理；立

即将患者移至阴凉处，并对患者及时补充生理盐水，纠正患者的水电

解质、酸碱平衡，避免患者发生休克的现象；对患者采取降温的方式

可以通过物理降温，用冰袋冷敷患者的头部、颈部等，在冷敷的同时

需要在冰袋表面包上毛巾避免冻伤患者，另外还可以利用药物进行降

温，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密切观察，避免患者出现虚脱现象； 

（2）护理：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由于患者突然发病这会让患

者的脏器受到伤害，使得素日健康的患者一时接受不了自己的身体情

况，担心自己会产生后遗症而出现紧张、焦虑的心情，此时护理人员

需要对患者的心理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交流，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

况，必要时需要给患者给予心理安慰，帮助患者消除紧张、焦虑等不

良情绪，让患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对患者进行皮肤护理，护理人员

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皮肤状态，穿刺部位是否有出血现象，注意平时

生活的清洁卫生，并对患者进行按时的翻身工作，帮助患者保持床位

的清洁，并对患者的按摩骨突处定期进行按摩工作；对患者进行尿管

护理，护理人员需要 24 小时记录患者的出入量，并注意观察患者的

尿量、颜色以及比重的变化。如果患者的尿量较低需要对患者的液体

量进行及时的补足；如果患者的尿色变深，需要提示横纹肌溶解发生；

如果患者出蛋白质、肌酐等升高现象，需要及时处理，纠正患者的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 

（三）评价指标 

将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治愈出院以及抢救无效并死亡率进行比较，

统计并计算相关概率。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处理，数据

均采用率形式表示，用 x^2 检验，若 P<0.05，且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

义。 

二、结果 

对照组患者中有 3 例患者治愈出院，2 例患者抢救无效死亡，因

此，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60%，死亡率为 40%；观察组患者中

的 5 例患者全部治愈出院，总有效率为 100%。从数据中可看出，观

察组患者的治愈出院与死亡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性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三、讨论 

热射病是临床上常见的急症之一，尤其在高温、高湿的夏季其病

发率会增加，患者多为青年人。热射病是由于患者的体温调节出现混

乱，从而导致患者出现急性反应，患者的身体温度会迅速升高，出现

水肿现象，让患者的组织器官受到伤害，甚至会对患者的生命产生威

胁。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主要是为患者迅速降温，采取多种降温方式

来达到降温的目标，控制患者的病情发生，减少热射病对患者的死亡

威胁。因此在对患者进行院前急救的过程中，需要帮助患者散热以及

处理患者的呕吐物，利用物理或者药物对患者进行降温，及时对患者

补充生理盐水，纠正患者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避免患者发生休克

的现象；在对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需要从患者的心理、饮食、皮肤

以及尿管等全方面进行护理，以此来帮助患者保持日常生活以及床位

的清洁，保证患者情绪的正常，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纠正患者

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真正达到护理效果。 

经过本研究可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治愈出院与死亡率明显优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对热射病患

者采取院前急救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降低患者死亡率的

发生，对患者采取院前护理能够有效帮助患者恢复身心健康，值得临

床上广泛应用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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