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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抢救室危重症患者护理中可预见性护理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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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将可预见性护理应用于急诊抢救室危重症患者护理中的临床价值。方法：研究选取对象为本院急诊抢
救室在 2020 年 1-12 月间接收的急危重症患者（78 例），将此次入院患者采取随机分组形式均分为 2 组，A 组予以常规护理，B
组予以预见性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抢救时间、抢救成功率及护理质量。结果：经对比可见，B 组患者抢救用时显著短于 A 组，且
抢救成功率显著高于 A 组 94.87%>74.36%；同时，B 组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 A 组 94.87%>71.79%（P<0.05）。结论：
在急诊抢救室危重症患者护理中，通过应用可预见性护理能够有助于提升患者抢救成功率并缩短抢救时间，提升患者满意度，值
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急诊抢救室；危重症；预见性护理；应用价值

在急诊抢救室急救护理中，需要护理人员结合患者实际病

情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能够预见性地评估患者的病情，并

采取适当的护理方式配合抢救，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 [1-2]。对

此，为了进一步探究有效的急诊护理方案，此次研究主要分析

在急诊抢救室危重症患者护理中应用可预见性护理干预的临床

价值，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对象为本院急诊抢救室在 2020 年 1-12 月间接收的

急危重症患者（78 例），将此次入院患者采取随机分组形式均

分为2组，A组男女比例为21/18；年龄37-68岁（55.24±3.78）；

B组男女比例为 22/17；年龄 36-69 岁（55.89±4.12）。对比两

组患者基础信息数据未见明确差异（P＞ 0.05），可比。本次研

究内容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核批标准；参与者知情。

1.2　方法

A 组实施常规护理，需结合患者实际病情开展对应的治疗

及护理工作，严密关注患者各项生命指征及病情变化情况，并

做好相关记录。

B 组实施预见性护理：①首先需考虑到急诊抢救室患者病

情危重以及护理人员工作繁忙的特点，在管理上合理制定排班

制度，并结合护理人员实际经验及技能水平组建抢救团队，团

队中需包含主管护师、专科护士及助理护士，进而在明确分工

的基础上开展各项工作。②结合常规护理抢救程序，对患者的

具体病情展开综合评估，关注患者呼吸、心率等指标，并在其

出现异常体征时及时予以对症处理；同时可适当予以心肺复苏

术干预，并为其建立静脉通道、强化心电监护等。③在患者处

于清醒状态下需加强与其沟通交流，为其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及

治疗目的、过程等，从而帮助患者缓解焦虑、紧张情绪，使其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升治疗配合度。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抢救时间、抢救成功率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采集数据应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涉及计量、

计数内容应用（ x ±s）、% 表示，并以 t、χ2 检验；组间差

异以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抢救时间及抢救成功率

经统计，B 组抢救用时为（25.64±9.31）min，较 A 组的

（16.58±3.56）min，缩短明显（t=5.676，P<0001）；同时，

该组患者抢救成功率为 94.87%（37/39），对比 A 组的 74.36%

（29/39）提升显著（χ2=6.303，P=0.012<0.05）。

2.2　护理满意度质量

经对比，B 组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 A 组提升明显

（P<0.05）。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及家属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A 组 39 12(30.77) 16(41.03) 11(28.21) 28(71.79)
B 组 39 15(38.46) 22(56.41) 2(5.13) 37(94.87)

χ2 - - - 7.477 
P - - - 0.006 

3　讨论

在危重症患者治疗中，急诊抢救室是首当其冲的第一站，

患者需要在这里经过必要的紧急抢救干预后接受进一步的诊断

检查及治疗 [3]。因而在患者需转运至相关科室的过程中往往存

在较大的危险，一旦有不当护理措施往往会极大增加治疗难度，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故采取合理的护理干预措施开展急症室护

理干预意义重大 [4]。伴随现阶段我国医疗模式及临床医学技术

手段的不断提升，对急症抢救中危重患者的护理质量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而为了有效规避患者转运中的不安全因素，采

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加以干预至关重要 [5]。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选取了本院急诊抢救室接收的 78 例

患者为例展开了对比分析，经统计，采取可预见性护理的 B 组

患者抢救用时相对比常规干预下的 A 组有显著缩短，且该组患

者抢救成功率对比 A 组有显著提高 94.87%> 比 A 组的 74.36%；

同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可见，B 组显著高于 A 组

94.87%>71.79%（P<0.05）。分析可见，相对比常规护理模式

的单一性及机械性，可预见性护理则更具系统性与前瞻性，在

该护理模式下，要求护理人员能够在充分了解患者既往病史、

病情变化等具体事物的基础上灵活地开展相应的护理工作，为

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护理指导。同时，可预见性护理也能够

有助于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促使其能够在全

面评估患者的身心状态的基础上为患者制定更具科学性及可行

性的护理方案，从而帮助患者缓解由于疾病带来的身心压力及

痛苦，使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治疗。

综上可见，在急诊抢救室危重症患者护理中，通过实施可

预见性护理能够有助于缩短患者抢救时间，提升其临床抢救成

功率及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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