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预防医学研究 

 49

·临床研究· 

危机管理模式在急诊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占小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危机管理模式在急诊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观察。方法 以本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本院急诊科收治的 188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采取常规急诊护理干预，以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收治的 188 例急诊患者作为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措施上施加

危机管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危机事件发生情况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危机管理模式应用在急诊科护理工作中具有良好的应

用效果，不仅可以降低危机事件发生，还能强化护理质量及抢救效果，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可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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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属于医院十分重要的科室，主要负责接待各类病情危

急、严重疾病患者。急诊科收治的患者病情较为复杂，变化迅速，
其抢救的黄金时间对改善预后，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意义重大，
但在实际情况中，部分医师或护士急救时缺乏应急能力，或风险
防范意识较差，容易出现危机事件，影响抢救效果。基于此，针
对急诊科治疗而言，应做好必要的危机管理，但从国内医院来看，
部分缺乏这方面的管理措施，或者管理措施不当、不全，使得危
机事件无法得到有效控制[1-2]。为探讨危机管理模式在本院急诊科
中的应用效果，现对我院急诊科进行相关研究，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本院2017年 6月至 2018年 5月本院急诊科

收治的 188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男 103 例，女 85 例，年龄 17～
76 岁，平均（53.28±11.05）岁，以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
收治的 188 例急诊患者作为观察组，男 112 例，女 76 例，年龄
16～82 岁，平均（57.39±8.71）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伴发
疾病及既往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
措施上施加危机管理模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1）加强护理人
员的培训。重视医护理论与操作培训、考核：选择适合本科室医
护人员的培训方式做好新进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并定期进行考核，
根据医护人员年资培训，比如集中培训与分层培训，不断提高他
们的专业技能。考核不合格者继续培训，直到合格为止。（2）调

整人力资源配置。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实施弹性排班
制度，避免各层级医护人员重叠，适当配置备班人员，以便夜间
抢救、节假日抢救等情况下有医护人员在岗。（3）制定紧急预案。
对应急人员实施培训，每个季度可实施大规模演练，要求医护人
员熟悉各个科室的位置，尽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转运[3]。（4）规
范护理文书书写。制定满足本科室特点的标准：科室小组组长对
下级医护人员书写进行审核，同时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检验，确
保书写质量。（5）强化医患沟通。通过人文讲座，强化医护人员
人文关怀理念。要求医护人员在操作期间应动作轻柔，语言得体，
态度和蔼，耐心解释，对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疑惑要认真解答。
若患者紧张过度，可轻轻握住他们的说，并静静听他们诉说，予
以安慰。 

1.3 评价标准  评价两组效果，比较两组患者危机事件情况，
调查患者对管理满意率，并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危机事件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危机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操作流程 护理记录错误 护患关系 意识缺乏 

对照组（n=188） 5（2.66%） 7（3.72%） 5（2.66%） 4（2.12%） 
观察组（n=188） 1（0.53%） 1（0.53%） 2（1.06%） 0（0%）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n=188） 102 55 31 83% 
观察组（n=188） 145 31 12 94%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护理安全有了更

高的要求，而护理安全除了包括患者，还包括医疗设备、医护人
员、相关法律意识等。急诊科收治的患者病情严重，进展快速，
急诊抢救工作较为繁琐，其流程中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一旦医
护人员缺乏危机意识或意识薄弱，则可能导致危机事件发生，影
响医疗护理质量，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引发
医护纠纷，因此需要提升护理质量，完善管理措施。有研究表明，
危机管理模式对急诊科提高护理质量作用重大[4-5]。本次研究中，
将危机管理模式应用在急诊护理工作中，通过加强护理人员的培
训、调整人力资源配置、制定紧急预案、规范护理文书书写及强
化强化医患沟通等措施，提升护理质量，降低危机事件的发生率。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危机管理模式应用在急诊科护理工作中具有良好
的应用效果，不仅可以降低危机事件发生，还能强化护理质量及
抢救效果，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可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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