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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的运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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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采用预见性护理的价值。方法：在 2019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的

急危重症患者中选取 80例分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预见性护理，对比数据。结果：患者心理状态均有所改

善，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研究组护理依从性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价值（P<0.05）。结

论：预见性护理有利于实现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患者护理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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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调查显示，在医院急诊科日常工作中，作为重要的

工作内容之一，院前急救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对于急危重症患

者生物安全的充分保障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在这一问题

上，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指出，对于急危重

症患者而言，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往往容易出现不

良事件，从而不利于患者健康的合理保障。与此同时，从患

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医疗健康知识掌握水平相对偏低，患者

的护理配合度相对较差，从而导致医护人员护理工作的难度

进一步提升，对于患者健康的维系造成了不良影响。针对这

一问题，近年来，在医疗改革工作的引导下，医护人员针对

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院工作护理要点进行了分析与探究，从

而有效推动了相关护理内容的全面调整。实践表明，通过积

极做好预见性护理干预的有效落实，医护人员可以进一步帮

助患者实现转运质量的全面提升，对于患者健康的保障具有

良好的促进意义。本次研究针对在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

运过程中应用预见性护理所取得的临床价值进行了分析，现

将相关内容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9年 1 月~2021 年 1月期间的患者中选 80 例分两

组，对照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41~72 岁；研究组男 25

例，女 15例；年龄 38~75 岁；差异无统计价值（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①及时做好出诊准备工作并赶赴现场。②在

转运期间密切做好对于患者生命体征的合理监测。③及时做

好患者档案的记录与撰写，为后续医疗工作的开展提供指

导。④及时做好对于院内急救准备工作的落实。

1.2.2研究组

采用预见性护理，主要内容包括：①患者信息收集：在

接到急救电话后，医护人员应在 5min 内做好相关急救物品

准备并赶往现场，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应通过电话与患者家

属进行沟通交流，从而有效实现对患者资料的获取。实践证

明，通过相关工作的合理开展，医护人员可以进一步实现对

患者资料的收集，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急救护理

方案，继而为护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帮助。②医护远程指导：

在急救电话通话期间，医护人员应积极引导患者或其家属有

效实现对于患者健康情况的充分评估，包括对心率、呼吸频

率以及瞳孔放大情况等进行观察。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引导

患者偏头，从而实现呼吸气流通畅性的保障。此外，在等待

救护的过程中，应避免对患者进行水与药物的随意给予，从

而有效确保患者可以保持安静状态等待救援。③转运护理：

在对患者进行转运期间，医护人员应合理做好对于相关医疗

健康知识的有效宣讲，从而帮助患者充分了解自身病情，以

便有效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急救干预。在对患者进行转运时，

医护人员应合理做好对于相关医疗设备参数的密切关注，从

而避免管道出现打结与堵塞的问题。与此同时，其应积极做

好对于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从而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护理工作内容。此外，医护人员应及时做好对于患者情况

的密切分析并向医院进行汇报，以便确保院方可以实现对于

患者病情的充分了解并制定相应的急救护理方案。

1.3观察指标

将患者心理状态、护理依从性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观察

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选取统计软件 SPSS23.0 计算数据，X2检验计数资料，t

检验计量资料，以 P<0.05，证实差异存在统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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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患者心理状态对比

患者心理状态均有所改善，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心理状态

组别 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

组
40 45.44±3.23 20.11±1.38 46.45±3.01 20.78±2.12

对照

组
40 45.51±3.12 26.85±1.51 46.58±3.12 27.01±2.08

t - 0.099 20.839 0.190 13.267

P - >0.05 <0.05 >0.05 <0.05

2.2 患者护理依从性对比

研究组护理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护理依从性

组别 n 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

研究组 40 21 17 2 95.00

对照组 40 14 16 10 75.00

χ2 - - - - 6.275

P - - - - <0.05

2.3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40 17 20 3 92.50

对照组 40 8 21 11 72.50

χ2 - - - - 5.541

P - - - - <0.05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在急危重症患者院前急救护理过程中，

由于受到病情变化的影响，患者的健康往往遭受着巨大的潜

在威胁，从而对医护人员急救护理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考

验。在这一问题上，大量数据显示，基于传统护理模式下，

医护人员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急危重症患者的合理管控，

对于患者健康的保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针对这一问

题，医护人员结合大量护理学知识针对患者院前急救转运期

间的护理工作模式进行了探究与分析，从而有效推动了预见

性护理干预工作在临床过程中的应用。实践表明，基于这一

护理模式下，医护人员可以进一步帮助患者有效实现对于护

理诉求的全面满足，有利于实现对于患者生命安全的进一步

维系。针对相关问题，大量临床数据显示，通过相关护理工

作的合理开展与落实，医护人员可以指导患者在等待救护期

间有效实现对于自身体位的有效保持，有利于实现对于患者

病情的合理管控，对于患者生命安全的保障具有良好的推动

价值。在这一问题上，相关研究显示，在转运期间，通过合

理做好相关护理工作的落实，医护人员可以引导患者有效实

现护理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提升患者急救工作的综合水平。

本次研究显示，通过预见性护理工作的开展，患者心理

状态与护理育成性均得到了合理改善，基于此，有利于缩短

患者急救用时，对于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改善至关重要。

综上，在急危重症患者院前急救转运期间，医护人员应

积极推动预见性护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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