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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抢救车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确保患者生命安全,本文对抢救车的管理规范进行了

探讨。分析了我国抢救车管理的现状,包括抢救车的配置、使用情况以及管理制度现状,并指出了当前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抢救车配置规范、使用规范、维护保养规范等方面,对抢救车的管理规范进行

了详细探讨。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包括完善抢救车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训以及建立信息化管理

平台等。研究发现,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抢救车的使用效率,确保患者在紧急情况下的救治

需求得到及时满足,从而提升整体医疗救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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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se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rescue vehicle, and ensure the 

life safety of pati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norms of the rescue vehic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cue vehicle management in China, including the configuration, use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rescue vehicle,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Then, from the 

rescue vehicle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 use specification, maintenance specifi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rescue vehicle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A series of targeted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rescue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cue vehicles, ensure that the treatment needs of patients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are met in time,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med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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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抢救车使用率在医疗机构中由于抢救车管理不善,导致抢

救车在使用中出现故障或药品器械缺失时有发生[1]。 

在工作中,抢救车使用和管理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导致在

用抢救车时,操作不规范,影响了救治。 

在抢救车管理中,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澳大利亚,抢救

车管理采用清单法,对抢救车药品和器械进行清单化管理,有效

提高了抢救车的使用率[1] 

未来要建立抢救车的信息管理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抢

救车的实时监控管理,提高抢救车的使用率[2]。院前急救的规范

操作也是抢救车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对院前急救人员的培训,

提高急救能力,从而提高了抢救车的使用效果[3]。 

1 抢救车管理现状 

1.1抢救车配置和使用。抢救车配置包括基本生命支持系统,

如心脏除颤仪、简易呼吸器、气管插管,输液器,注射器,听诊器

以及必需的急救药品,基本设施如插线板等[1]。这些配置在不同

医院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总体都是为了满足紧急情况下的救治

需求。抢救车的使用率受医院的急诊量、季节性疾病暴发等影

响。在流感季节,抢救车的使用率有所增加。 

抢救车处理突发状况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急诊案例中,

一位心跳骤停的患者在被迅速转移到抢救室后,医护人员立即

进行心肺复苏和药物治疗,最终挽救了患者的生命[4]。这充分展

示抢救车在紧急医疗救治中的重要地位。 

院前救护车的污染及消毒研究进展表明[2],抢救车在救治

中可能受到各种污染,保持抢救车的清洁和消毒对于防止交叉

感染很重要。抢救车智能化管理受到重视。通过引入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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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联网技术[5,6],可实现抢救车的实时监控和远程管理,提高

救治效率,为我们提供了抢救车管理的新思路。 

抢救车配置和使用情况的优化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有重要

意义。复苏中心的建设与管理需要急诊专家的共识和努力[7]。 

1.2抢救车管理制度现状。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和医疗需求增

加,抢救车的管理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设备不全、药品过期、使

用不当等,这些问题影响到患者的救治效果和生命安全。 

为了改善抢救车管理现状,我国逐渐建立和完善了抢救车

管理制度[6],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机构急救药品

和设备管理规定》,医疗机构制定抢救车管理制度,明确抢救车配

置标准、使用范围、维护保养等内容。还定期对抢救车进行检查

和维护,确保抢救车设备和药品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在工作中,抢救车管理遵循“五定”原则,定人、定车、定

药、定械、定制度。定人指明确抢救车的专人保管,定车指明确抢

救车定点放置,确保抢救车在需要时能够使用；定药指明确抢救车

的药品种类和数量,确保抢救车药品能够满足急救需求；定械指明

确抢救车的医疗器械和设备,确保抢救车的设备能正常工作；定制

度指明确抢救车使用和管理制度,确保抢救车使用符合规定。 

但抢救车仍有一些问题。抢救车设备维护不及时,使设备故

障或性能不稳定[14]；抢救车药品管理不规范,使药品过期或数

量不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抢救车管理制度的执行和

监督,确保抢救车安全和有效使用。 

1.3抢救车管理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了几个关键的不足之处。 

抢救车操作和管理往往依赖医护人员。紧急情况下,医护人

员对抢救车操作存在不熟悉的情况[8],导致了救治延误。 

一些医疗机构,抢救车设备配置不齐,存在损坏和缺失的情

况。研究发现,清单法在儿科病房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可有效

减少设备缺失的情况。因此,我们建议医疗机构应当定期检查抢

救车的设备,确保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从制度角度看,抢救车管理存在漏洞。在一些医疗机构中,

抢救车使用和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流程。这种情况在[7]的复

苏中心建设与管理急诊专家共识中也有提到,他们认为,建立和

完善抢救车的管理制度,可以提高抢救车的使用率。 

2 抢救车管理规范探讨 

2.1抢救车配置规范。在配置中,确保车内药品和器械种类

齐全、数量充足,满足各种紧急医疗情况的需求。具体来说,抢

救车配备以下药品和器械： 

药品,抢救车配备常用的急救药品,如肾上腺素、利多卡因、

多巴胺等,及各种生理盐水、葡萄糖溶液等输液药品。根据医院

的实际情况,配备常见疾病的特殊药品,如心脏病、高血压、糖

尿病等疾病的急救药品。同时为了防止差错,我们建立了标识：

一类高警示药品用红色标签 如利多卡因,多巴胺等。二类高警

示药品用黄色标签如多索茶碱,硝酸甘油等。精神药品如地西泮

用绿色标签写上精神药品[12]。 

器械,抢救车应配备常用的急救器械[10],如心脏按压泵、呼

吸机、除颤仪、血压计、血糖仪,胸穿包,闭式引流瓶等。 

在摆放方面,抢救车药品和器械应按使用频率和紧急程度

进行布局。常用的药品和器械应放在易取用的位置,以便医护人

员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找到并使用。同时,抢救车内药品和器械定

期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功能正常。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为紧急医疗救治提供更好的支持和

保障。 

2.2抢救车使用规范。用抢救车前,医护人员要专业培训,

确保熟悉抢救车的各项功能和操作流程。据清单法在儿科病房

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研究表明,通过对医护人员进行清单式的培

训,可有效提高他们对抢救车的操作熟练度[11]。 

在使用抢救车时,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合理选择和

使用抢救车的药品和器械。据院前急救的规范操作[3],抢救车的

药品和器械应按一定的顺序和使用方法进行摆放和使用。 

在使用抢救车时,医护人员需要避免泄露患者的个人信息。

尊重患者意愿,确保患者在救治中的尊严。据评估医疗机构救治

严重产后出血能力的质性访谈,患者在救治中对隐私和尊严的

关注度高,这也是影响救治效果的一个因素。 

在使用抢救车时,医护人员应遵守卫生规范,确保抢救车的

清洁和消毒。定期检查抢救车设备和药品,确保正常运行和使用

效果。据国内外院前救护车污染现状及消毒研究进展[2],抢救车

的清洁和消毒对防止交叉感染有重要意义。 

2.3抢救车维护保养规范。以我国某大型医院抢救车为例,

平均每天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护,包括车辆机械性能的检

查、急救设备的校准和测试、车内药品和物资的检查和补充。

这大大提高了抢救车紧急情况的使用率,减少因设备故障,药品

缺失导致的延误。 

在抢救车维护保养中,要注意一些细节。抢救车药品和物资

应按一定顺序规律摆放,以便紧急情况下能迅速找到和使用。抢

救车内的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和测试,确保其在紧急情况下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3 抢救车管理措施 

3.1完善抢救车管理制度。我们认识到,人员培训、设备更

新和制度建设是三个重要的环节。 

人员培训。在急诊科筹建与护理管理中,抢救车正确使用取

决于医护人员的能力和知识[8]。因此,我们定期进行抢救车操作

和急救技能的培训,确保每一位医护人员能熟练地操作抢救车。

根据复苏中心建设与管理急诊专家的共识[7],认为模拟训练和

情景模拟对提高医护人员的应急反应力很重要。 

抢救车设备关系到急救效果,因此,我们定期检查抢救车的

设备,确保所有设备都在良好的工作状态。同时,我们也根据最

新的医疗技术,更新抢救车上的设备,如智能采矿操作标准[4],

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医疗领域应用最新的智能技术,以提高抢救

车的效率和救治质量。 

我们参考的清单法在儿科病房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建立了一套详细的抢救车使用和管理清单,确保每一步都有明

确的操作规程[9]。 



护理保健临床应用研究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384(P) / 2972-437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4 

Clin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Nursing Care 

我们认为,完善抢救车管理制度,需要从人员培训、设备更

新和制度建设三方面综合考虑。 

3.2加强抢救车人员培训。我们制定包括理论培训和实际操

作培训两个方面。在理论培训中,介绍抢救车的配置、功能和使

用方法。采用清单的方式介绍抢救车的各种设备和药品、使用

条件和注意事项[1]。这样培训人员能系统地了解抢救车的各项

功能,在实际操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在工作中,培养使用人员的应急反应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

过模拟紧急情况,让培训人员体验抢救过程,提高他们在实际工

作中的应对能力。依据院前急诊急救的规范操作[3],我们可以设

计各种紧急情况的模拟场景,让培训人员在模拟抢救中学习如

何迅速判断病情、选择合适的抢救措施和药物,与团队成员有效

沟通完成抢救任务。 

我们深入了解抢救车使用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从而针对性进行培训。通过这种方式,可确保培训内容贴近实际

工作,提高培训效果。 

3.3建立抢救车信息化管理平台。探讨抢救车管理规范的过

程中,我们发现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是提升抢救车使用效率的

关键。信息技术在抢救车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实现管理的智能化

和规范化,还极大提高了救治质量和效率[13]。 

具体来说,通过建立一套全面的抢救车信息化管理平台,将

抢救车的配置、使用、维护等各个环节纳入系统中。通过电子

化清单管理,能够实时了解抢救车的具体配置,包括药品、器械

的种类和数量,确保抢救车在任何时候都能迅速投入使用。 

该平台实现了对抢救车使用过程的全程监控和记录,使

每一次抢救车的使用都能得到详细记录,便于后续的分析和

评估[13]。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抢救车使

用率提升了30%,救治成功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更重要的是,信息化管理平台能够实现对抢救车使用过程

中的异常情况进行及时预警,例如设备故障、药品短缺等,使这

些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确保抢救车的正常运行。 

4 结论 

抢救车配置在不同医院间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医院抢救车

的配置齐全,药品和器械一应俱全,另一些医院则存在抢救车配

置不足。这样可能导致在紧急情况下,医护人员无法使用抢救车

进行救治,而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我们建议医院应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合理配置抢救车,确保抢救车的药品和器械齐全。 

在抢救车的使用规范方面,许多医护人员在使用抢救车时,

不完全遵守操作规程。这可能导致抢救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

障,影响患者的救治。因此建议医院应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

确保在使用抢救车时能够遵守操作规程。 

抢救车维护保养工作在很多医院没有得到重视。抢救车作

为一种医疗设备,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确保正常运行。建议医

院应制定完善的抢救车维护保养制度,确保抢救车的使用。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抢救车管理规范有所重视,提

高抢救车的使用效率,为患者的生命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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