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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急诊护理流程优化对急危重症老年患者急救效果的临床价值$方法
!

对接诊%分诊评估%

救护小组的人员分工等护理流程进行优化管理!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平均接诊时间%入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

"根据病情安置合适卧位%吸氧%心电监护%留置针建立静脉通道#%总急救时间%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抢救

成功率进行比较$结果
!

与对照组患者比较!观察组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明显缩短&总急救时间也

显著缩短&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及抢救成功率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急

救护理流程优化对急危重症老年患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急诊&

!

护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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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

急救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56.(78//

"

.#$/

#

$$($5"5(#.

!!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患者的急诊就诊例数也随

之增高+老年患者病情重,病种复杂#就诊中因多种因素随时

可能发生病情变化)

$

*

+快速,及时,准确的抢救是急危重症患

者维持生命的关键#而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快速急救至关重

要)

.("

*

+该院自
.#$"

年
$

月起对急诊急救护理流程进行优化#

现对流程优化前后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

护理干预时间,抢救成功率等进行比较#探讨急诊护理流程优

化的急救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选择
.#$"

年
$

&

5

月急

诊收治的
!5

例急危重症老年患者为观察组#

.#$.

年
6

&

$.

月

收治的
7#

例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男
/5

例#女
"#

例(年

龄
5"

&

!$

岁#平均年龄$

572"a62$

%岁(其中急性心肌梗死
.5

例#脑梗死
"/

例#脑出血
$5

例#重症颅脑损伤
7

例+对照组患

者男
/7

例#女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年龄$

6#2$a62!

%

岁(其中急性心肌梗死
.6

例#脑梗死
"!

例#脑出血
$/

例#重症

颅脑损伤
$#

例+纳入标准!符合2急诊医学3的急危重症诊断

标准)

8

*

#并在该院急诊科实施抢救+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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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流程

$2/2$

!

常规护理流程
!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急救护理流程+

患者由院前急救人员或家属送入急诊室后#以
$

名高年资护士

为组长#参与抢救人员无明确分工#护士主要依据医嘱开展所

有抢救措施#待患者确诊后随机安排并按部就班完成各项护理

流程+

$2/2/

!

优化护理流程
!

观察组患者实施优化后的急救流程+

包括几个方面!$

$

%接诊优化流程!急诊室在接到呼叫电话后需

/IAG

内出车#随车医师在出诊途中再次电话联系#了解患者

各项基本信息+现场立即进行吸氧,心肺复苏,输液等抢救#稳

定病情后转运患者,同时电话通知急诊科做好急救准备+$

.

%

急救绿色流程!所有急危重患者一律实行先抢救,后付费#在救

护车到达急诊门口或自行就诊患者到达急诊科时#分诊护士立

即接诊快速简要评估病情并迅速入抢救室抢救+抢救医护人

员立即落实救护措施#同时
/IAG

内做好术前谈话,知情同意

书签字等工作+$

"

%抢救优化流程!抢救医师在做好病情初评

的基础上#组长根据护士的年资及工作经验做好分工$气道护

士,治疗护士,协助护士%定时,定位抢救#分工明确又紧密合

作+

$

号护士$气道护士%!主管护师$或高年资护士%#负责指

挥#站在患者的头端#协助人工气道的建立和管理#如
$IAG

内

落实吸氧,吸痰,辅助呼吸#密切观察病情#安慰患者+

.

号护

士$治疗护士%!位于患者的左侧中间位#负责循环系统#

"IAG

内进行心电监护#

/IAG

内留置针建立静脉通路#采集血标本,

遵医嘱用药#并根据诊断结果配合手术,药物治疗,血氧监测,

送取检验标本等相应处置)

/

*

+

"

号护士$巡回护士%!位于患者

的脚端#负责简单的急救处理!止血,包扎,抢救药械准备,传递

用物#配合
$

,

.

号护士工作等+$

8

%抢救过程中#注意保护患者

隐私#保暖#及时给予清醒患者心理支持#使患者能正确对待疾

病#消除不良情绪#以最佳心理状态配合救治+

$2'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患者的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护理

干预时间,总急救时间,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及抢救

成功率+其中接诊时间指患者入院至初步确诊的时间(抢救室

护理干预时间是患者入抢救室至基本抢救措施落实时间(总急

救时间即患者入抢救室至离开时间+

$2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2#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

比较使用
6

检验和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及总急救

时间结果比较
!

与对照组患者比较#观察组患者平均接诊时

间,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明显缩短(总急救时间也显著缩短#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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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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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及

!!!

急救总时间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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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接诊时间

$

IAG

%

抢救室护理干预

时间$

IAG

%

总急救时间

$

IAG

%

观察组
!5 $2.a#2. 82.a$2. 8.2/a62!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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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及抢救成功率结

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同时抢救成功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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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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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及抢救

!!!

成功率结果比较%

*

&

O

()

组别
*

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 抢救成功率

观察组
!5 68

$

!52#

%

!.

$

7/2"

%

对照组
7# /$

$

/526

%

58

$

6$2$

%

*

.

$!288 $!2.6

!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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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过程#每一秒浪费都极有可能影响患

者的生命安全及预后)

5(6

*

+目前受急救医护人员认识不足,流

程不清,职责不明确等#急救室工作时常出现管理混乱状态#故

如何有效优化急救流程对快速而有序地开展急救工作至关重

要)

!($#

*

+该院主要从接诊流程,急救绿色流程及抢救流程
"

个

方面进行重点优化#其中接诊流程的优化为急危重症患者快速

抢救奠定了良好的时间基础(急救绿色流程的优化则能最大限

度避免患者因不能及时挂号,缴费等而延误急救时机(抢救流

程优化则有利于医护人员各就各位,职责分工明确地开展各项

急救工作+

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急救流程后对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

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及总急救时间均较优化前

明显缩短#提示优化后的急救流程更利于快速接诊,快速确诊

并实施急救(同时优化后对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明显提高#对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也有显著提

高#说明优化后的急救流程可提高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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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肝胆外科手术腹部引流管的临床疗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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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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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肝胆外科患者术后腹部引流管的临床综合护理效果$方法
!

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5

月
$5#

例肝胆外科手术后放置腹部引流管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

例!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综合护

理!比较
.

组患者的拔管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

.

组患者均拔除腹腔引流管顺利出院!放置
9

型管者带管出

院!按指定时间返院拔管$观察组患者腹腔引流管和
9

型管的拔除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52./O

#显著低于对照组"

.$2./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综合护理可显著缩短拔管时间!减少术后并发症!是确保手术效果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

肝胆外科&

!

引流管&

!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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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外科腹部手术后放置引流管可充分引流腹腔内的渗

液#对预防术后感染,胆管梗阻或狭窄等并发症具有重要作用#

也有助于临床医师通过引流液的情况判断患者腹腔内病情变

化#对确保手术效果具有临床价值#而良好的护理是确保引流

管发挥作用的前提)

$(.

*

+现对该院手术后放置腹部引流管的

$5#

例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取得良好的效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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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5

月肝胆外科手

术后放置腹部引流管患者
$5#

例#年龄
.6

&

6!

岁#男
76

例#女

5"

例#其中仅放置腹腔引流管者
/5

例#同时放置腹腔引流管

和
9

型引流管者
$#8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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