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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急救护理在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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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过程中，取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联合应用的最终效果。方法：研究时间开始于 2020 年 4 月，结束于 2021 年

12 月，研究对象构成：急诊危重症患者，而后分组，组别为：对照组、实验组，选用参照依据为：随机抽签法；其中，常规护理在对照组中应用，

标准化急救护理在实验组中应用，各组中收纳患者以 44 例为准，其病例总数为 88，对比疗效。结果：比较抢救时间、EICU 入住时间，实验组 VS 对

照组，评测数据低，P＜0.05；抢救成功率、满意度指标中，评测数据在常规护理、标准化急救护理后，组间差异显著，且实验组居更高水平，P＜

0.05。结论：标准化急救护理，不仅在其抢救时间、EICU 入住时间缩短方面，作用较好，而且能够有效促进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满意度进

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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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在医院整体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工作内容特殊性决定

了科室现状，即：收治患者病情复杂、短时间内进展快，人员流动大、

护理难度高，持续发展过程中，医患纠纷、其他不良事件风险性较高[1]；

就危重症疾病患者而言，对有效措施予以选取，节约救治时间就显得尤

为必要。本文重点分析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相关信息，探究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2 月医院急诊危重症患者的应用疗效，现作如下阐述。 

1 背景和方法 

1.1 背景信息 

研究获得院方许可后，抽取患者 88 例，分为 2 组，即：44 例对照

组、44 例实验组，指导原则为：随机抽签法，且 2 组对象具体构成为：

医院收治急诊危重症患者，入院起止时间在 2020 年 4 月、2021 年 12

月，分析如下。对照组：年龄分布中，最小 26、最大 77，平均（51.46

±2.09）岁，性别构成方面，男患/女患为 24 例：20 例；实验组：年龄

分布中，最小 29、最大 75，平均（52.07±2.01）岁，性别构成方面，

男患/女患为 23 例：21 例。对比以上信息（年龄分布值、性别构成），

急诊危重症患者无组间差别，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用以常规护理，如：患者生命指征、临床反应观察，对症

用药等； 

实验组：用以标准化急救护理，主要干预内容包括：（1）院前急救。

急诊科接收求救信息后，应在第一时间出车，并在途中安排专门护理人

员与求救人员联络，掌握患者基础情况；抵达现场后，对于存在外伤患

者，工作人员需为其止血包扎，检查生命体征，并将氧疗装置连接，建

立静脉通路[2]；（2）转运护理。基础性抢救工作结束后，需将患者及时

转运，并联络医院急诊科对应人员，告知患者具体状况，上报基础信息，

准备对应急救器械、药品等；（3）病情评估。对于自行到急诊科患者，

其生命体征、病情状况需由护理人员负责，第一时间询问，而后做快速

分诊处理；在部分紧急、危重型患者中，可在询问护士长后开启绿色通

道，为患者节约救治时间，确保其抢救效果[3]。（4）专科治疗。分诊工

作、急诊抢救工作结束后，急诊科医护人员需将患者实际病情作为参考

依据，通知对应科室医生前来会诊，嘱咐护理人员之间做好患者交接，

具体包括：抢救措施、用药状况、患者状况等，做好交接记录表；而后

为患者家属简单讲解，并耐心回答患者家属疑问。 

1.3 评价内容 

急诊危重症患者中，比较内容有：（1）抢救时间、EICU 入住时间、

抢救成功率；（2）常规护理满意度、标准化急救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 

研究数据处理，均在 SPSS25.0 下完成，T 检验计量资料（抢救时间、

EICU 入住时间、满意度评分），卡方检验计数资料（抢救成功率），组

间代表时，形式以（ sx ± ）、（%）为准，P＜0.05。 

2 结果 

和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抢救时间、EICU 入住时间短，P＜0.05；抢

救成功率、满意度数据在实验组中高，P＜0.05。如表 1. 

表 1 比较对照组、实验组护理疗效（n=44 例， sx ± ，%） 

组别 抢救时间（min） EICU 入住时间（d） 抢救成功率（%） 满意度（分） 

对照组 44.16±10.18 5.02±1.11 37（84.09） 82.35±3.69 

实验组 33.65±11.04 3.18±0.94 43（97.73） 90.17±1.84 

T/X2 4.64 8.39 4.95 12.58 

P 0.00 0.00 0.03 0.00 

3 讨论 

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典型优势在于：程序化、规范化，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率，指的是将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提高急救疗效作为目标，对

各项护理工作进行调整，使其有序开展的流程[4]。 

本次研究中，结果指标显示：常规护理、标准化急救护理后，急诊

危重症患者组间数据方面，有对比意义，关于抢救时间、EICU 入住时

间，评测数据在实验组中低，P＜0.05；抢救成功率、满意度方面，实

验组 VS 对照组，评测数据高，P＜0.05。提示，标准化急救护理有非常

重要意义；原因探析得出：就急诊危重症患者而言，在常规生命体征、

不适反应监测同时，开展标准化急救护理，能够从院前救治着手，通过

快速出车、联系求救者，对患者病情状况进行简单掌握，且抵达现场后

的检查病情、连接静脉通路、吸氧装置措施，有利于保障其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转运护理，自行抵达医院患者的快速分诊处理以及专科治疗、

资料交接措施，不仅能够为患者节约抢救时间，而且能够提高其抢救成

功率，有效避免各类意外事件出现[5]；与家属的积极沟通、交流，还能

够避免纠纷事件出现，取得其信任与配合，更好地开展各项临床工作。 

总而言之，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过程中的标准化急救护理，效果确

切；其一，表现在缩短抢救时间、EICU 入住时间方面，其二，表现在

提高抢救成功率、满意程度方面，推广价值显著。 

参考文献： 

[1]王林,矫非桐.精细化护理在老年急危重症急救护理中的应用[J].

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22,43（01）:67-69. 

[2]何沙沙.标准化急救护理模式在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

果[J].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21,7（01）:170-172. 

[3]刘静.整体性急诊急救护理在急诊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研究[J].中

国现代医生,2020,58（26）:164-167. 

[4]吴湘中.标准化急救护理在老年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中的效果探

讨[J].按摩与康复医学,2020,11（15）:93-94. 

[5]贾蕊.急诊危重症患者抢救中运用标准化急救护理的临床分析[J].

系统医学,2020,5（09）:156-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