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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护理中的作用效果并评价其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院急诊科收治
的 80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主要的观察对象，通过电脑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安排常规急诊护理工
作，实验组在常规急诊护理中增加优质护理干预，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急诊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经过优质护理干预后，患者
及其家属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急诊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可以明显
提高患者的急诊效果，有利于患者的身体恢复，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度，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临床广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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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临床医学中急诊护理理念得到
进步，从最初对患者的治愈结果追求延伸出了更高标准的追求：即
是让身体恢复健康到达生理心理都能够恢复健康的双重标准，这就
需要急诊医护人员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优质护理能
够保障患者的身心舒适度，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1]。本次研究
通过选取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80 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研究了优质
护理服务在急诊护理中的作用效果并评价了具体的效果，现将具体
报告内容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80 例患者
作为本次研究主要的观察对象，通过电脑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
平均年龄为（57.1±2.4）岁，实验组患者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
平均年龄为（57.3±2.6）岁，纳入标准：到我院急诊科就诊各种疾
病类型的患者，患者及其家属积极配合本院研究工作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严重精神疾病或者
沟通障碍的患者，不配合医院研究工作的患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对比结果差异不明显（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安排常规护理工作，实验组在常规的护理
中增加优质护理干预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急诊工
作模式，安排不同专业医疗人员和护理人员在接到患者急救电话开
始，及时确认统计患者信息并赶往现场，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保障
患者的生命体征，并在患者上车后通过疾病初步诊断与专门科室的
医生联系，做好入院后的相关手术、抢救、治疗措施等，缩短患者
病情被的耽误的时间，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建立急诊问答平台，
及时在线上也能解决患者的问题，并制定投诉机制，了解患者具体
的诉求，不断改进急诊护理工作[2]。急诊患者大多数发病急、发病
快、病情严重，患者及其家属很有可能会陷入恐慌，不知所措，急
诊护理人员要做好相关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工作，让患者充分了
解自己的病情、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和治疗措施等，让患者明确积
极配合治疗的重要性，提高依从性，减少应激反应带来的不良后果，
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3]。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急诊效果得出结
果，护理满意度重要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太满意三个指标，急
诊效果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三个指标，护理满意度和急诊有效率
均以百分比进行表示。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本文
研究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急诊效果对比均以百分比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当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急诊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患者及其家属对急诊护理感到满意 14 人，基本满意 14
人，不太满意 12 人，护理满意度为 70%。实验组患者及其家属对
护理感到满意 19 人，基本满意 18 人，不太满意 3 人，满意度为
92.5%。经过计算得出实验组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
高，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0 14 14 12 70% 
实验组 40 19 18 3 92.5% 

X2 － － － － 6.646 
p － － － － 0.010 

表 1 两组患者的急诊护理满意度对比 
2.2 两组患者的急诊效果对比 

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为：显效 8 例、有效 21 例、无效 11 例，
治疗有效率为 72.5%，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为：显效 19 例、有
效 19 例、无效 2 例，治疗有效率为 95%。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明显
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急诊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40 8 21 11 72.5% 
实验组 40 19 19 2 95% 

X2 － － － － 7.440 
p － － － － 0.006 

3 讨论 
急诊科作为医疗工作最繁忙、患者流动数量最大、突发情况最

多的一线部门，医患关系最为紧张，实施优质护理能够最大化保证
患者的急诊效果，降低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优质护理干预的内
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保障患者的
治疗效果，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4]。本次研究通过选取我院急诊科
收治的 80 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研究了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护理
中的作用效果并评价了具体的效果，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经过优
质护理干预后，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急诊效果
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么，实施优质急诊护理服务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急诊
效果，有利于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还能够显著提高患者及其
家属的满意度，从而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值得临床广泛
推行。 
参考文献： 

[1]戚雯雯,景峰,许敬华, 等.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科的实施与效
果[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8,35(18):69-71. 

[2]周发萍.优质护理干预对降低急诊科护理纠纷发生率的效果
分析[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7,21(2):140-141. 

[3]刘颖.循证护理在急诊科抢救室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J].齐
鲁护理杂志,2016,22(9):41-42. 

[4]陈烨.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科护理中的推广与应用[J].饮食保
健,2019,6(34):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