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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干预对急性创伤患者抢救成功率、并发症及预

后影响观察

曾 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宜宾医院·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目的：探究急诊护理干预对于急性创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从本院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急性创伤患者抽取 94 例，按照时间段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为对照组（n=47），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为试验

组（n=47），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措施，试验组为急诊护理措施，比较两组干预后并发症发生率、病情评定时间、急诊抢救时

间、生活质量、抢救成功率。结果：试验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将病情评定时间、急诊抢救时间进行评估，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低于试验组，对比干预后抢救成功率，试验组高于对照组，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方

面意义（P＜0.05）。结论：对于进行急诊急性创伤患者应用急诊护理有着极佳的效果，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了整体护

理水平，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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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scue Success Rate, Complication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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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trauma. Methods: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acute trau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they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n=47), and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they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47).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emergency nursing measure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valuation time, emergency rescue
time, quality of life and success rate of rescu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lication rate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dition assessment to evaluate time,
emergency rescu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control group,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low test group contrast
intervention after the rescue success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nursing for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acute trauma has excellent
effect,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mprove the overall nursing level,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words: Emergency nursing; Acute trauma; Success rate of rescue

急诊作为医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位，是所有急诊患者入

院治疗的必经之路，急性创伤患者主要是由于车祸、意外事

故等造成的，在发作后疾病进展速度较快，通常还会伴随着

出血、疼痛等症状，如不及时进行救治，将会危及患者的生

命安全，临床对此已经研究出一整套专业的救治流程，在此

期间还需要有效护理措施，以往通常选择使用常规护理，虽

然可以对患者起到一定的帮助，但是整体抢救时间较长，推

测与护理环节不规范存在关联，为了患者的安全，避免造成

医疗事故，应当选择一种恰当的护理措施，急诊护理措施是

在原有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可以缩短急救时间，使

其及时得到救治，延长病情进展，提高抢救成功率。接下来，

本文将就常规护理与急诊护理不同的试验过程与结果进行

深入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本院急性创伤患者中 94

例作为试验样本，依据时间段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

男女（23/24），年龄 18~56 岁，平均年龄（37.00±6.33）岁；

试验组男女（24/23），年龄 19~55 岁，平均年龄（37.00±

6.00）岁。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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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1）患者及其家属对于试验知情并同意。

（2）患者经过影像学、实验室检查以及体格检查等确诊为

急性创伤患者。（3）患者可以顺利配合试验，配合度符合

试验标准。排除标准：（1）患者已经出现甲状腺癌变。（2）

患者与家属配合度不符合试验标准，有中途退出的风险。（3）

患者存在精神障碍，对结果会产生影响。本次试验已通过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对到院患者进行接诊、分诊，遵医

嘱实施相应抢救措施：建立静脉通路、输送急救药品。将患

者情况以及治疗方法告知家属。

试验组：给予急诊护理：在急救车护送期间，由护理人

员告知急诊科患者基本情况，便于提前准备好急救药品以及

氧气等，在此过程中分析已知的患者资料，详细分析，便于

患者到来时及时作出评定。成立急救护理小组，其中包含 5

名护理人员，还需要 1-2 名医生，选择医护人员在急诊室工

作时间要大于或者等于 5年，具有足够经验和充足知识储备

能力；将责任落实到个人，最好将人员固定，这样能够培养

默契，能够更好完成工作。根据医护人员责任情况，安排排

班工作，轮换跟随急救车，抢救患者，在抵达医院之后，通

过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到达抢救室，然后进行抢救；患者

在到达医院之后，要和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沟通，了解患者受

伤状况，确定抢救方案，以及制定科学护理方法，根据制定

方案准备所需要药物和抢救设备。患者到达后评估患者病情、

意识以及生命体征，对其进行呼吸道清理，遵医嘱进行降压

等急救措施，24h 监护，严密监测病情变化数值，将变化情

况告知急诊医生，使其能够了解病情变化并及时作出处理还

需要安抚家属，对患者做一些健康教育，如果患者没有昏迷，

还有意识，医生可以和患者交流，了解患者病情状况，方便

改进护理方法。对于收治患者达到预知潜在危险的作用，并

及时进行抢救措施挽救患者的生命。

1.3 观察指标

（1）并发症发生率：凝血功能障碍、感染、休克。

（2）对比两组病情评定时间、急诊抢救时间。

（3）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评估生活质量：采用健康

调查简表（SF-36），评估包括 8个维度：生理机能、生理

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

能和精神健康。满分为 100 分，当评估分值越接近满分则代

表着患者生活质量越好，独立性越强，依赖性越小。

（4）两组抢救成功率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根据 SPSS28.0 进行数值调研，本研究中采用计量资料以

及计数资料（ ±s）、[n，（%）]进行表示，为证实此次研

究的统计学意义，分别进行 t 以及 X2检验，以差异 P＜0.05

为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试验组更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表 1 对比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

数

凝血功能

障碍
感染 休克

并发症发

生率

对照

组
47 3(6.38) 1(2.13) 1(2.13) 5(10.64)

试验

组
47 0(0.00) 0(0.00) 0(0.00) 0(0.00)

χ2 - - - - 5.281

P - - - - 0.022

2.2 两组病情评定时间、急诊抢救时间的比较

试验组病情评定时间和急诊抢救时间比对照组短。具有

统计学差异（P＜0.05）。

表 2 两组病情评定时间、急诊抢救时间的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病情评定时间

急诊抢救时间

/min

病情评定时间

急诊抢救时间

/min

对照组 47 1.56±0.65 51.65±8.52

试验组 47 0.61±0.46 37.26±7.65

t - 8.179 8.616

P - ＜0.001 ＜0.001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试验组高于对照组，数据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x ±s）

组别
对照组

n=47

试验组

n=47
t P

生理机能 73.42±5.79 81.43±4.45 7.520 ＜0.001

生理职能 73.42±4.78 82.65±4.34 9.801 ＜0.001

躯体疼痛 76.52±4.80 83.80±4.32 7.729 ＜0.001

一般健康状况 74.57±4.67 81.58±4.28 7.587 ＜0.001

精力 74.34±5.87 80.76±4.68 5.86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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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 78.98±4.24 84.86±4.58 6.459 ＜0.001

情感职能 72.87±5.76 82.76±4.37 9.378 ＜0.001

精神健康 75.47±6.87 82.68±5.87 5.470 ＜0.001

2.4 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对比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在统计学上具有差异意义（P＜0.05）。

表 4 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抢救成功率 致残率 病死率

对照组 47 34(72.34) 10(21.28) 13(27.66)

试验组 47 43(91.49) 3(6.38) 4(8.51)

x2 - 5.817 4.374 5.817

P - 0.016 0.036 0.016

3 讨论

急性创伤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含着软组织挫伤、钝锐

器损伤、骨折等，但是这类疾病均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由

于外力作用导致的，发作后病情往往发展速度极快，临床表

现会根据具体受伤的部位、受伤组织以及导致受伤的因素而

呈现不同的表现，如若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增加致命性大

出血几率，严重者还会出现出血性休克、神经源性休克等。

急性创伤患者在发病后应当及时进行抢救，通过有效的

系统治疗手段，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抢救期间，不仅需要医

生对其进行诊断，还需要护理人员配合抢救做出相应护理措

施，只有治疗与护理同时有效进行，才能够降低患者死亡风

险以及致残风险[1-3]。基于此，找到恰当的护理措施就显得尤

为重要。在未出现急诊护理措施之前，通常采用常规护理措

施，这种方法随着时间进展，弊端慢慢显露，比如它不能在

急救车护送途中得知患者的信息，以致于只有患者到了急诊

科才能进行初步判断和抢救，使得抢救时间增长，对患者的

生命健康造成负面影响[4-5]。急诊护理根据以往护理中存在的

漏洞以及缺点进行了改进升级，从各方面提升了抢救速度，

在救护车护送途中就可以掌握好患者的相关资料，便于提前

准备好抢救用物，与医生一起做好相关准备，患者到达时可

以在最短时间内做出病情评估，使得抢救更加及时有效，大

大降低了致残率以及病死率。为今后急诊护理的发展铺垫了

道路，全面改善了以往常规急诊护理的弊端，使得患者生命

安全得以保障，同时也降低了致残风险，使得患者的预后能

够得以保障[6-8]。

为了探究这种护理方法在实际中应用是否区别于常规

护理，本文选择了多例急性创伤患者进行研究试验，平均分

为两组，对比两种护理方法干预过程以及结果。依据表格数

据可得出结论，试验组应用急诊护理可以有效提升生活质量，

试验组患者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

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均优于对照组（P＜

0.05）。说明试验组患者的预后得到大幅度改善，同时对比

并发症发生率，试验组更低（P＜0.05）。将两组的病情评定

时间与抢救时间进行比较，试验组均短于对照组（P＜0.05）。

说明试验组患者在入院后就可以及时得到准确的诊断，为后

续的治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急诊护理效果

更好，可以有效降低多种并发症发生几率，稳定患者抢救成

功率，整体更加符合这类患者的需求，在未来应当不断改进

护理方法，为医疗行业作出有力贡献。但由于采取样本量均

为本院患者，无法了解本院以外的患者具体状况，故存在一

定的偏倚性。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选择范围，选取

更多地区、更多医院的患者参与临床研究中。另外，还可延

长随访时间，了解两组患者在不同方案下，长期的护理效果，

从而为本护理方案的应用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根据以上研究可知，急诊护理应用于急性创伤患者中效

果显著，有效提升了病情评定时间、急诊抢救时间，并发症

发生率得到了降低，患者预后情况更好，为今后的护理工作

提供了有力帮助，适宜在临床上进行大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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