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58 

医学研究 

无缝隙护理模式在急救中心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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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急救中心护理中无缝隙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2 月

收治的 152 例急诊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76 例。对照组急诊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急诊患者采用无缝隙护

理模式进行护理，对两组急诊患者的护理应用效果进行对比。结果：采用无缝隙护理模式进行护理的实验组急诊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和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急诊患者，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实验组急诊患者的护理差错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急诊患者，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对急诊患者采取无缝隙护理模式进行护理能够有效对患者的消极心理情绪进行

疏导，使护理差错事件得到减少，并极大程度的提升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具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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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急诊科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对
于急救中心的患者而言，具有时间不确定、疾病危急等特性，因此
急诊护理工作也具有不固定性，这就给急救中心的护理工作带来了
一定的难度，提高了急救中心的护理差错[1]。所以，对于急救中心
患者的护理，应当采用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法，从而使得护理效果得
以提高，降低护理差错率，提升急诊患者的满意度[2]。本文主要对
急救中心的患者采用无缝隙护理模式进行护理，从而对护理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于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2 月急诊科
收治的 152 例患者。将所有急诊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76）与实
验组（n=76）。对照组急诊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18 例，年龄范
围为 22-71 岁，平均年龄（58.23±6.14）岁；对照组急诊患者中男
性 21 例，女性 17 例，年龄范围为 21-72 岁，平均年龄（59.06±6.33）
岁。对于两组急诊患者的一般资料，没有显著差异（p＞0.05），可
进行对比。 
1.2 方法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对对照组急诊患者进行护理，实验组急诊患
者采用无缝隙护理模式进行护理[3]，主要包括：①无缝隙护理小组
的建立。组长由护士长担任，然后对护士的工作进行统一安排，从
而对医生的抢救工作进行有效的配合。小组建立之后应当对护理人
员进行相应的定期培训，并开展会议，对护理工作进行有效报告，
总结护理经验等，从而使护理人员的急救护理观念得到有效提高。
除此之外，还应当对工作制度进行完善，对护理人员进行定期的考
核，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反馈，并予以纠正。②无缝隙
排班模式的实施。由于急救中心的患者具有病情紧急、不固定等特
性，因此护理人员并没有固定的护理时间，这就导致了护理人员具
有较大的工作量，使得护理质量降低。因此应当对护理人员进行有
效的排班，从而能够对病人进行有效的、连续的监测护理，提高护
理质量。③无缝隙的护理过程。自患者入院起，护理人员就应当对
患者进行生命体征的监测、协助检查治疗等相关护理措施，在治疗
过程中与医生的紧密配合以及治疗后将患者送回病房进行护理，对
于患者的护理，全过程无缝隙进行。④心理护理。患者由于发病往
往较急，因此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对此护理人员应当对
患者的消极心理进行有效的疏导，从而使患者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对两组急诊患者的心理情绪进行评
估，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心理情绪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对急诊患者的护理结果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护理差错率以及护理满意度以 n（%）表示，用 X2 检验；
计量资料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以及抑郁自评量表评分以（ s+X ）表
示，用 t 检验，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对比 

对两组急诊患者的心理情绪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进行
评估，结果显示实验组急诊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以及抑郁自评
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急诊患者，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对比（ s+X ，分）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组别 

例
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76 68.49±8.47 38.47±7.36 72.19±10.26 40.37±8.56 
对照组 76 69.16±8.94 42.18±8.24 71.62±10.08 51.27±8.33 

t - 0.474 2.927 0.345 7.956 
p - 0.636 0.004 0.730 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差错率对比 
对急诊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方式，结果显示护理后实验组急诊

患者的护理差错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急诊患者，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差错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护理差错例数 护理差错率 

实验组 76 1 1.32 
对照组 76 7 9.21 

X² - - 4.750 
p - - 0.029 

3 讨论 
无缝隙护理是将以病人为中心作为核心，将改善病人病情、加

快病人康复为目标的护理模式，在无缝隙护理当中，对于护理的连
续性和无缝隙性尤为重视。对于急救中心的患者而言，由于其一般
存在起病较急、病情复杂多变等情况，因此对于患者的护理需要持
续进行，从而对患者的病情改变而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4]。 

在本次研究当中，通过对两组急诊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
结果显示实验组急诊患者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
组急诊患者，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实验组急诊患者
的护理差错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急诊患者，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而言，采用无缝隙护理模式进行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急诊患
者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情绪，并显著降低护理差错率，提升患者
的护理质量与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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