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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在抢救危重症患者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于我院诊治的 100 例危重症患者，
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急诊急救护理措施，实验组采用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抢救时间、
抢救成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的抢救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抢救时间，实验组的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抢救成功率分别为 96.00%和 82.00%，实验组的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危重症患者，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的应用可显著缩短抢救的时间，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并且整体性急诊急救护
理的满意度较高，值得临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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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急诊医学科或急诊医学中心是医院中危重症病人最集中、

病种最多、抢救和管理任务最重的科室，是所有急诊病人入院治疗的
必经之路。对于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中，急诊护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可较好的减少抢救时间，提高整体的抢救成功率
[1]。既往研究数据表明，常规的急诊急救护理措施在急诊抢救中对于
抢救成功率的提升并不明显，以及对患者抢救成功后的疾病恢复和生
存质量的影响甚微，因此急需有效的护理理念和干预措施改善危重患
者的抢救护理作用[2]。近年来，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在急诊科的护理
工作中盛行，并有研究显示其效果显著，可达到抢救的预期效果[3]。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随机对照的研究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和常规的
急诊护理对于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效果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我院诊治的 100 例危重症患者，

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25 例, 女
性 25 例；年龄 25~70 岁, 平均年龄（40.2±4.2）岁。实验组男性 23
例, 女性患者 27 例；年龄 24~71 岁，平均年龄（41.6±3.9）岁。根
据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无显著差异（P＞
0.05），存在可比性。纳入患者或家属应知情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治疗方案上没有差异，主要在治疗期间给予两组不同

的护理方式，两种不同的护理进行随机的比较。其中具体的护理措施
如下： 

对照组：对随机分配至对照组的患者，采用常规的急诊急救护
理。主要内容为：根据患者的各自疾病和实际病情相应给予针对性的
急救治疗，入院后开展相关的检查和治疗，协助急诊医生进行治疗工
作，并相应转诊至专科进行下一步诊治。 

实验组：采用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其中具体内容为：（1）入院
后给予详细的病情评估，根据病情给予细致的护理方案。（2）综合护
理干预，使患者头部偏向一侧，保持患者呼吸道清洁。（3）密切监测
患者的生命体征，如瞳孔、体温、呼吸、血压等。（4）严格记录患者
的血氧、24 小时尿量、伤口情况等，若有异常及时告知管床医师。（5）
患者及家属的疾病教育和心理疏导。（6）严格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
治疗期间患者若有不适，及时停止输液，并告知管床医生。（7）康复
训练，根据患者病情的恢复状态, 给予被动或主动肢体康复训练。 

1.3 观察指标 
1.3.1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时间。 
1.3.2 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1.3.3 家属满意度情况。根据本科室自制的满意度评分表进行满

意度评估。其中评估项目包括 19 个，满分 100 分，评分越高表示患
者家属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各项数据均采用 SPSS22.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

表现，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使用c2 检验，以上统计
分析结果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时间和满意度评分 
如表 1 所示，实验组的抢救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抢救时

间，实验组的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 1 两组危重症患者抢救时间和满意度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抢救时间（min） 满意度评分（分） 

实验组 50 33.36±0.63 94.55±3.21 
对照组 50 36.67±0.98 82.66±2.71 

t - 20.090 20.013 
P - 0.000 0.000 

2.2 抢救成功率 
如表 2 所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抢救成功率分别为 96.00%和

82.00%，实验组的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 2 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成功例数 失败例数 有效率 

实验组 50 48 2 96.00 
对照组 50 41 9 82.00 
c2 - - - 5.005 
P - - - 0.03 

3 讨论 
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往往严重并且疾病发展迅速，倘若未能接受及

时且有效的诊治，将可能导致后续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4]。有效
的急诊急救护理为危重症患者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在提高抢救成功
率和降低死亡风险等方面有着不可否认的位置[5]。因此对于危重症患
者的抢救中急需合理有效的急诊护理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的抢救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抢
救时间，实验组的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抢救成功率分别为 96.00%和
82.00%，实验组的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危重症患者，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的应
用可显著缩短抢救的时间，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并且整体性急诊急救
护理的满意度较高，值得临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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