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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应用预见性护理的效果
吕 丽 董 辉 盛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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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院前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应用预见性护理的实际效果。方法：选取 2020年 10－ 12月本院收治的 122
例急危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双盲法将其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 61例采取常规急救护理，研究组 61例则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采取预见性护理，对比两种护理方法的实施效果。结果：研究组的分诊评估时间、急救室停留时间及总抢救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 0.05。研究组的意外事件发生率（1.64%）低于对照组（8.20%），P＜ 0.05。研究组的抢救成功率（95.08%）、总满意率（98.36%）
均高于对照组（78.69%）、（81.97%），P＜ 0.05。结论：院前急救急危重症转运中应用预见性护理，既可提高抢救效率与抢救成功率，
又可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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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患者具有发病突然、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等特点，
多数患者的发病场所并不在医院，故发病时需要院前转运，并结合
病情严重程度给予有效急救 [1]。院前急救转运过程中极易受转运距
离、交通拥堵、救护条件、医疗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意外事件
随时可发生。因此，在转运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是确保转运
安全的前提条件 [2]。近年来，随着护理理念的不断更新，预见性护
理被推广应用至多种疾病临床治疗中，并获得了一致认可。预见性
护理是一种运用科学思维对患者病情进展给予预判的护理手段，护
理人员可根据科学的预判结果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降低意外事件风
险 [3]。鉴于此，本研究以 122例急危重症患者为例，通过对比常规
急救护理与预见性护理的应用效果，进一步分析预见性护理在院前
急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中的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10－ 12月本院收治的 122例急危重症患者为

研究对象，按照双盲法将其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61例。
对照组中男性 35例，女性 26例；年龄 24~75岁，平均年龄
（49.52±5.76）岁；急危重症类型：23例颅脑外伤，14例脑出血、
14例消化道大出血，10例创伤性休克。研究组中男性 38例，女
性 23例；年龄 24~78岁，平均年龄（49.66±5.86）岁；急危重
症类型：20例颅脑外伤，15例脑出血，15例消化道大出血，11
例创伤性休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研究有可比性。此次研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与家属签
订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1）均经心电图、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确
诊病情；（2）发病地点均不在医院，需要转运；（3）病历资料
无任何缺失。

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2）合并认知障碍或精神
疾病者；（3）依从性差。

1.2 方法
1.2.1 对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急救护理 值班人员接到出诊电

话明确患者基本信息后，通知急诊医生、护理人员带着提前备好
的急救药品和相关设备前往患者疾病突发现场进行救治，严格按
照院前急救转运流程妥善转运患者和救治患者。

1.2.2 对研究组患者行预见性护理。
1.2.2.1 护理培训 急诊医生、护理人员均提前接受预见性

护理，经对国内外案例、情境模拟、视频教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学习，
并经急救模拟训练合格、理论和操作均合格后上岗。

1.2.2.2 成立监督小组 由 1名经验丰富的急诊科护士担任
小组组长，2名护士负责监督相关预见性护理工作，并对护理人
员的实施情况、应急处理过程与结果、病历书写等多方面予以评
估，不断提升护理工作人员的预见性护理能力。

1.2.2.3 护理准备 值班护士接到急诊电话后快速了解患者
的主要信息，并对其病情作初步判断，后通知急诊医生和护理人
员，5min内出诊，并确保急救物资齐全。

1.2.2.4 病情评估 到达患者的发病现场后，医生密切监测
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指标，并了解患者的病史、意识状态、用药
史等，综合评估其病情、转运风险，通知相关科室提前做好接诊
准备，并为患者开放绿色救治通道。同时告知家属，转运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风险，并让家属签字同意。

1.2.2.5 呼吸道护理 接到患者后立即检查患者的呼吸状况，
及时为患者清理呼吸道分泌物，给予吸氧，确保呼吸通畅。

1.2.2.6 体位护理 患者取平卧位，呼吸困难者可将其头部
垫高 30°；休克者呈中凹卧位，将其衣领、皮带、领带解开，并
将头部偏于一侧，保持颈部自然伸展，保持呼吸通畅。

1.2.2.7 转运过程中的护理 护理人员为患者开放补液通道，
注意控制补液速度，固定好担架与仪器。护理人员一直陪护患者，
并观察是否存在出血、管道弯曲、管道脱落等情况，时刻提醒司
机注意速度平稳。病情危急者及时在救护车上救治，稳定患者的
体征。

1.2.2.8 心理护理 及时安抚急危重症患者的不安、恐惧情
绪，并告知其转运时间、转运目的、救治方案、预期效果等，让
患者能够镇静下来，并积极配合相关救治工作。

1.2.2.9 交接护理 负责转运的医护人员到医院后及时将患
者的病例资料、急救措施等逐一告知交接人员，让交接人员做好
工作记录，并告知主治医生完成相应的诊断、救治工作。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相关救治指标（分诊评估时间、急救室停留时间、

总抢救时间）、意外事件发生率（设备故障、导管堵塞、坠床、
操作不当）、抢救成功率及护理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9.0进行分析，相关救治指标等计量资料用

（x±s）表示，意外事件发生率、抢救成功率及护理满意率等计
数资料用 %表示，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t、x2进行检验，P＜ 0.05
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相关救治指标对比
研究组的分诊评估时间、急救室停留时间及总抢救时间均短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2 两组意外事件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的意外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2.3 两组抢救成功率、满意率对比
研究组的抢救成功率、总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P＜ 0.05，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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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急危重症患者是急救中心服务的主要群体，若救治不及时，

很可能发生死亡 [4]。院前急救是急救工作的重要一环，是指医护
人员前往发病现场接患者到医院治疗过程中的救护、转运等急救
措施的总称 [5]。院前急救不仅需要在短时间内准确评估患者的病
情，还需安全转运患者，争分夺秒救治患者。常规急救护理虽可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院前急救工作开展，但无法有效面对意外事件，
导致急救效果欠佳 [6]。预见性护理作为一种超前护理理念，使护
理程序更优化，有助于医护人员综合判断患者的病情，预估潜在

的风险，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提高抢救成功率，比常规急救护理
的应用效果更佳 [7]。

表 1 两组相关救治指标对比（x±s）
组别 分诊评估时间 急救室停留时间 总抢救时间

研究组（n=61） 1.32±0.35 12.22±1.32 32.01±4.78
对照组（n=61） 2.53±0.56 20.77±6.32 50.32±7.21

t 14.310 10.342 16.531
P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意外事件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n 设备故障 导管堵塞 坠床 操作不当 总发生率

研究组 61 0（0.00） 1（1.64） 0（0.00） 0（0.00） 1.64
对照组 61 1（1.64） 2（3.28） 1（1.64） 1（1.64） 8.20

x2 1.653 0.560 1.653 1.653 4.599
P 0.198 0.454 0.198 0.198 0.031

表 3 两组抢救成功率、满意率对比 [n（%）]

组别 n 抢救成功率
满意率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61 58（95.08） 39（63.93） 21（34.43） 1（1.64） 98.36
对照组 61 48（78.69） 22（36.07） 28（45.90） 11（18.03） 81.97

x2 11.787 15.523 2.737 15.146 15.146
P 0.000 0.000 0.098 0.000 0.000

本研究中，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分别行常规急救护理、预见
性护理；结果显示：研究组的各项救治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意外
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抢救成功率、总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
P＜ 0.05，提示预见性护理的急救效果比常规急救护理更优。研
究组成立了专业的预见性护理小组和监督小组，其医护人员具有
高度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其护理能力比常规急救护理人员的能
力更佳，能应对突发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可
显著提高抢救成功率。预见性护理小组在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可
及时纠正错路，减少环节失误，确保护理质量 [8]。研究组急危重
症患者在预见性护理小组的干预下，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
大大提高了其对急诊救治工作的满意率。

综上所述，院前急救急危重症转运中应用预见性护理的效果
突出，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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