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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急诊急救的患者开展护理期间，应依据患者的病情及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评估，继

而完善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为患者提供的常规护理内容较为单一，收到的效果也欠佳。优质护

理服务的开展，可以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该项方案的实施可以提升护理活动的科学性以及有

效性，促进医院护理管理质量的提升，促进医院服务的顺利开展。该研究深入探讨优质护理服

务在急诊抢救室的应用研究与进展，阐述其内涵与重要性，分析在优化护理流程、病情监测、

心理护理及团队协作等方面的应用，剖析现存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旨在为提升急诊抢

救室护理质量提供全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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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for emergency patients, effective evalu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actual needs, and then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should be
improved to provide patients with routine nursing content, which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has poor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can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nature of nursing activitie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hospital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and facilitat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servic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 depth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progress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emergency rescue rooms. Elaborate on its connotation and importance,
analyze its application in optimizing nursing processes, disease monitor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team collaboration, analyze existing problems, and look forward to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iming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room nursing.
[Keywords] high quality care; Emergency Room; applied research; nursing service

1 引言

急诊抢救室是医院急危重症患者救治的关键场所，其护

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与预后。优质护理

服务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全面、系统且细致的护理措施，为

急诊抢救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成效。对优质护理服务在急

诊抢救室的应用研究与进展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急

诊护理水平，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1]。

2 优质护理服务的内涵

优质护理服务是一种全方位、整体化的护理模式，涵盖

专业护理、人文关怀和环境管理等核心要素。在专业护理层

面，要求护理人员具备扎实的急救知识与技能，熟练掌握各

种急救设备的操作，如心肺复苏术、除颤仪使用、气管插管

配合等，能够迅速准确地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与处理。人文

关怀强调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和隐私，关注患者及家属的

心理需求，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通过耐心倾听、

温和沟通，缓解患者的恐惧与焦虑，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2]。在环境管理方面，致力于营造安全、舒适、整洁且有序

的抢救环境，合理布局抢救设备与药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

够快速取用，为抢救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3 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的重要性

3.1 提高抢救成功率：优质护理服务优化了护理流程，

使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救治。从患者进入急诊抢救

室的那一刻起，护理人员能够迅速进行病情评估、分诊和急

救措施的实施，为患者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例如，对于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快速的心电图检查、溶栓治疗的准备以及

密切的病情监测，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几率[3-4]。



临床医学前沿论坛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972-4457(P) / 2972-452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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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ntier Forum of Clinical Medicine

208

3.2 提升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急诊抢救室的紧张氛围和

患者病情的不确定性容易使患者及家属产生焦虑、恐惧等不

良情绪。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心理护理和人文关怀，能够给予

患者及家属情感支持，增强他们对治疗的信心。护理人员的

耐心沟通、细致照顾，能让患者及家属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提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5]。

3.3 提升医院整体形象：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的

有效实施，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救治效果，还能够提升医院

的整体形象和声誉。患者及家属对医院护理服务的认可，会

通过口碑传播，吸引更多患者前来就医，促进医院的可持续

发展。

4 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的应用

4.1 优化护理流程

快速接诊与分诊：建立标准化的接诊流程，患者到达急

诊抢救室后，护理人员在 1—2分钟内完成初步评估，包括

生命体征测量、简要病史询问等，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进行

准确分诊。采用急诊病情分级系统（如加拿大急诊分诊和

acuity量表 CTAS等），将患者分为不同等级，确保急危重

症患者能够优先得到救治。

高效转运与衔接：制定完善的患者转运制度，在转运前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充分评估，确保生命支持设备（如监护仪、

呼吸机等）正常运行，携带必要的急救药品和器材。转运过

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与接收科室提前沟通，

做好交接准备，实现无缝衔接，减少转运风险[6]。

4.2 强化病情监测与评估

多参数持续监测：运用先进的监护设备，对患者的心率、

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进行 24小时持续监测，

并实时记录数据。同时，关注患者的意识状态、瞳孔变化、

末梢循环等情况，及时发现病情细微变化。例如，通过动态

监测血糖水平，及时发现低血糖或高血糖危象，为治疗提供

依据[7]。

动态病情评估：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随时进

行动态评估。采用各种评估工具，如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系统（APACHE）等，

对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及时调整护理和治疗

方案。对于病情不稳定的患者，增加评估频率，确保及时发

现潜在风险。

4.3 加强心理护理

患者心理干预：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和需

求。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用温和、安慰的语言向其解释治

疗过程和注意事项，缓解患者的恐惧和紧张情绪。采用音乐

疗法、放松训练等方式，帮助患者放松身心，增强其心理应

对能力。例如，为焦虑的患者播放舒缓的音乐，指导其进行

深呼吸练习。

家属心理支持：设立专门的家属沟通区域，安排护理人

员定时向家属通报患者病情进展。倾听家属的担忧和诉求，

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对于情绪过度激动的家属，及时

进行心理疏导，避免其情绪对患者和救治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为家属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如休息场所、饮食等[8]。

4.4 促进团队协作

医护协作：医生和护士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定期进行

病例讨论和病情分析。护士及时准确地执行医嘱，同时将患

者的病情变化、心理状态等信息反馈给医生，共同制定和调

整治疗方案。在抢救过程中，医护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确保抢救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例如，在心肺复苏抢救中，医

生负责指挥和进行关键操作，护士负责药物准备、记录时间

和监测生命体征等[9]。

多学科协作：对于涉及多个学科的复杂病例，组织多学

科联合救治团队。定期召开多学科会诊会议，整合各学科的

专业知识和治疗经验，为患者制定全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例如，对于严重创伤患者，联合骨科、神经外科、普外科、

麻醉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进行共同救治，提高救治效果。

5 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5.1 护理人员短缺：随着急诊患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护

理人员的工作量日益繁重，护士与患者的配比难以满足实际

需求。这导致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大，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容

易出现护理差错，影响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此外，护理人

员短缺还使得优质护理服务的全面实施受到限制，无法充分

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

5.2 护理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护理人员在急危

重症护理知识和技能方面存在不足，对新的急救技术和设备

掌握不熟练。在面对复杂病情和紧急情况时，不能迅速、准

确地做出判断和处理，影响抢救效果。此外，不同层级护理

人员之间的专业能力差距较大，缺乏有效的培训和晋升机制，

不利于护理团队整体素质的提升。

5.3 沟通障碍：急诊抢救室环境嘈杂、工作节奏快，护

理人员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时间有限，容易导致沟通不充分、

信息传达不准确。此外，医护之间、护理团队内部以及与其

他科室之间的沟通协作也可能存在问题，如信息传递不及时、

沟通方式不当等，影响治疗方案的顺利实施。

5.4 护理资源配置不合理：部分医院在急诊抢救室的护

理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合理现象，如急救设备老化、更新不及

时，药品储备不足或种类不合理等。这不仅影响了抢救工作

的顺利进行，还增加了患者的救治风险。此外，护理人力资

源在不同时间段的配置也不够合理，高峰时段护理人员相对

不足，而低谷时段又存在人员闲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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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的未来发展方向

6.1 智慧化护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

进技术，实现急诊护理的智能化管理。例如，利用智能监护

设备自动采集患者生命体征数据，并通过数据分析及时发现

异常情况，自动发出预警。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专家可以对

急诊抢救现场进行实时指导，提高抢救的准确性和效率。此

外，还可以利用移动护理终端，实现护理记录的电子化和信

息化，提高护理工作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6.2 专科化护理人才培养：加强急诊专科护士的培养，

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认证制度。通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使

急诊护理人员具备更扎实的专业知识、更精湛的操作技能和

更强的应急处理能力。培训内容不仅包括急危重症护理知识

和技能，还涵盖心理学、沟通技巧、团队协作等方面。同时，

鼓励护理人员参加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专

业水平。

6.3 延续性护理服务：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至患者出院

后，建立患者出院随访制度和健康管理档案。通过电话随访、

上门访视等方式，了解患者出院后的康复情况，为患者提供

康复指导、用药咨询、心理支持等服务。此外，还可以与社

区医疗机构合作，开展社区护理服务，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促进患者的全面康复。

6.4 人文关怀的深化：进一步强调人文关怀在优质护理

服务中的重要性，从患者的身心需求出发，提供更加个性化、

人性化的护理服务。例如，在抢救室设置温馨的装饰和舒适

的休息区域，为患者提供温暖的毛毯、柔软的枕头等，让患

者在救治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尊重。同时，加强对护

理人员的人文关怀教育，提高其人文素养和服务意识。

7 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的应用对于提高患者救治

效果、提升患者及家属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优化护理

流程、强化病情监测与评估、加强心理护理和促进团队协作

等措施，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仍存在护理人员短缺、专业能力参差不齐、

沟通障碍和护理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未来，随着智慧化

护理、专科化护理人才培养、延续性护理服务和人文关怀的

深化发展，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抢救室将不断完善和创新，

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安全、人性化的护理

服务，推动急诊护理事业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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