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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护理模式在急诊创伤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
刘秀龙

环县芦家湾乡卫生院，甘肃庆阳，745719；

摘要：目的：本文主要讨论急救护理模式在急诊创伤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文选取2023年 1月份-2024

年 1 月间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80 例创伤性休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成员。经过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后，将这 80

例患者分成了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模式，实验组的患者提供急救护理，

分析两组患者的抢救效果以及 12 小时内并发症；评估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护理效果。结果:两组患者通过不同的

干预措施后，提供急救护理模式的实验组患者抢救效果以及 12 小时并发症低于对照组，p<0.05，评估患者的生

命体征，实验组患者的生命体征更稳定，p<0.05,明确患者的护理效果，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对急诊创伤休克患者提供急救护理模式，可以提升患者的急救效果，降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机率，同时稳

定了患者的生命体征，提升了患者的护理效果，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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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休克，主要是指患者因猛烈撞击或者受到了

剧烈的打击造成身体内部重要的脏器发生了严重的出

血，导致人体内部需要循环的血量下降。处于早期创伤

休克的患者多表现为烦躁、兴奋或者激动等。而随着患

者的出血量增大 ，脑部缺氧程度的加剧，患者会出现

意识不清、昏迷等情况
[1-2]

。创伤性休克会对患者的生命

安全造成威胁，若患者未得到有效的干预，会增加患者

死亡的风险。对于急诊科内的护理人员而言，在面对创

伤性休克患者的过程中，应有效的做好护理管理，以促

进护理质量的提升，传统的护理方式相对较为单一，导

致护理干预效果欠佳，对患者的护理服务质量造成影响，

影响患者后期恢复。为患者提供常规的护理，护理人员

与患者或者家属的沟通以及交流欠佳，导致患者或者家

属会出现明显的焦虑和恐惧，影响护理配合度。故为患

者提供有效的护理干预，在改善患者病情的同时，促进

患者的恢复，降低患者出现死亡的风险，为患者提供急

救护理干预，通过评价患者的病情，开展健康教育以及

心理辅导等多种措施，以提升护理质量，满足患者的护

理需求，详见下文：

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在2023年 1月份至2024年 1月份收治的

80例创伤性休克患者进行研究。经过与两组患者的家属

沟通后将其分成了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40例,

对照组患者年龄在 26-67 岁之间,且平均年龄 49.26±

4.25岁，女性患者的数量为 21例，男性 19例，实验组

患者年龄在24-68 岁，平均年龄 50.49±3.78岁，女性

20例，男性 20 例。将我院急诊收治的所有严重创伤性

休克患者的各项情况汇总分析，结果显示 P＞0.05，可

开展本研究。

纳入标准：符合创伤性休克的诊断标准；患者家属

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存在血液系统疾病或者内分泌系统疾病；

存在精神疾病史；存在传染性疾病；

1.1 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提供常规的急诊护理措施，观察患者

的血压、心率以及脉搏等生命指标，并对其变化情况详

细记录。出现异常及时处理。保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

处理患者的外伤等
[3]
。实验组的患者提供急诊护理：①

组建小组，护士长任组长，选择急诊科室内临床护理经

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为组员，护士长对组员进行培训，确

定护理人员，确保护理人员在出现突发状况时，明确自

身的任务，护理的内容，以提升护理人员之间的协同配

合能力，促进预期护理工作质量的提升。在护理期间，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确保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清除

患者口腔内的分泌物，避免异物堵塞气道，降低误吸或

者坠积性肺炎的产生，对于状态较差的患者及时为患者

提供气管插管，满足患者机体对于氧气的需求
[4]
。②建

立急诊绿色通道，面对急诊患者时，护理人员及时与院

内进行沟通，通过绿色通道进入到手术室进行抢救，避

免患者因为排队影响后期治疗效果，为患者争取更多的

救治时间。③药物干预，严重创伤性休克的患者容易因

为缺氧引发酸中毒，应根据患者情况为其服用一定剂量

的碱性药物，保证患者机体的各项指标处于平衡的状态，

监测患者的血压水平，血压稳定后视情况停用相关药物，

部分患者需要提供镇痛以及镇静药物，以提升治疗的效

果
[5-6]

。④在抢救过程时应尽早建立静脉通路，保证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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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及时性。为了确保机体各项指标平衡状态，应根据

患者特点和医嘱给予补液，在输液过程中，注意观察患

者的各项指标，合理调整输液速度，防止静脉炎的发生，

并对患者穿刺部位是否存在血肿现象进行检查
[7]
。⑤环

境管理，护理人员应为患者提供舒适的病房环境，调整

好温度以及湿度，为患者提供适宜的康复氛围，避免闲

杂人等在急诊室内进入到急诊室进行喧哗，为其提供良

好的急救氛围，以确保急救工作的顺利开展。⑥皮肤管

理，休克患者无自主意识，皮肤长时间受压，易导致压

力性损伤，护理人员应为患者变换体位，在骨突部位垫

软枕，以促进血液流动。⑦吸氧管理，依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合理的调整氧流量，多为 4-6min/L，氧含量为

50%，必要时气管插管。记录患者的临床症状，确保患

者出现异常时及时进行处理，为患者开展急救，降低患

者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合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合理选

择穿刺位置，减少损伤
[8]
。⑧心理护理，掌握患者家属

的心理状态，为患者普及疾病的相关知识，治疗的方法、

目的，提升患者家属的配合度，耐心的回答患者家属的

问题，待患者意识恢复后，与患者进行沟通，掌握患者

的心理状态，可以适当为患者播放轻音乐，提升患者恢

复的信心，以促进患者的恢复
[9]
。

1.2 观察指标

1.2.1分析两组患者的抢救效果以及 12小时内并发症；

1.2.2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干预前后测量患者的血压

心率）。

1.2.3分析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患者的分诊时间、静脉

采血时间、心电图检查时间以及球囊扩张时间进行对比，

分析不同护理模式的护理效果。

1.3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涉及到的计数使用 n%表示，检验通过 x2。

对我院在 2018 年 1 月份至 2021 年 12 月份收治的所有

严重性创伤患者的全部数据都进行 SPSS21.0 软件数据

包来计算，显示 P<0.05。

2 结果

2.1 实验组患者的抢救效果以及 12小时内并发症优于对照组，p<0.05。

分析抢救结果和 12小时内并发症[n（%）]

组别 抢救成功率 多器脏功能障碍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酸中毒

对照组 34（85.00%） 7（17.50%） 8（20.00%） 6（15.00%）

实验组 38（95.00%） 2（5.00%） 2（5.00%） 1（2.50%）
x2 4.628 5.418 8.992 7.458
p <0.05 <0.05 <0.05 <0.05

2.2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命体征指标差异不大，p>0.05，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生命体征指标显佳，

p<0.05。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命体征（x±s）

组别
数
量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HR(次/min) RR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
组

40 162.34±
12.51

145.24±
12.30

102.26±
7.23

80.36±
8.97

111.45±
15.41

92.24±
12.41

36.34±
7.72

26.71±
7.25

实验

组
40 161.41±

12.63
130.38±
12.53

102.83±
7.49

71.24±
8.64

111.62±
16.24 82.46±8.42 36.82±

8.46
20.46±
5.31

t 0.041 7.229 0.306 6.669 0.791 10.261 0.418 10.552
P 0.951 0.000 0.763 0.000 0.635 0.002 0.824 0.015

2.3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x±s，min）

组别 分诊时间 心电图检查时间 静脉采血时间 球囊扩展

对照组 5.12±0.71 8.98±2.49 2.75±0.21 98.55±5.05
实验组 2.14±0.81 4.81±1.92 0.71±0.25 70.44±5.04
t 值 0.569 8.251 0.462 4.123
P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创伤性休克患者病情危重，该病会对患者的生命安

全造成威胁。在该过程中，积极进行急诊护理，减轻疾

病进展对患者造成的影响，满足患者机体对于护理的需

求。而为患者提供护理期间，为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对

护理人员的护理任务以及护理水平进行分析，以促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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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有效的帮助患者摆脱疾

病，有效的控制患者疾病的进展。在该过程中，通过开

展急诊护理，有利于后续护理服务的质量，更好的拉近

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以提升患者的护理依从性
[10]
。

与常规的护理内容相比，急诊护理充分的分析了患

者实际护理期间的实际情况，实现了护理工作的多元化

发展。而且依据该种护理模式的引导，护理人打破了传

统的护理思想和护理理念，摆脱了自身思想的束缚，护

理人员依据医疗器械的参数，分析患者的身体状况，以

促进护理工作的持续性，为后续护理服务的落实提供了

有利的依据。而且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从护理人员

的专业角度来看，患者可以掌握自身的症状，护理工作

的方向，以提升护理的依从性，同时也降低了不良事件

的产生，这也充分证明了急诊护理当中沟通的重要性
[11]
。

本文通过对我院收治的创伤性休克患者提供急诊

护理，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更高，而且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率更低，分析原因，在急诊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体位、

呼吸道、皮肤状况充分的管理，抬高患者的头部、躯干

和肢体，避免损伤患者的心脏，提升了患者的心脏恢复

能力，降低其他器官因为缺血引发的损伤，继而并发症

的发生率下降。从两组患者的生命指标来看，干预后，

实验组患者的血压、心率以及呼吸频率明显更佳，

p<0.05，分析原因，通过急诊的护理模式，密切监测患

者的生命体征，而且患者得到专人照护，及时记录患者

的血压水平，掌握患者是否存在缺氧症状，通过合理的

用药管理，控制患者的血压，记录患者的氧需求情况，

满足了患者的用药需求，稳定了患者的生命体征
[12]
。从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来看，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优于

对照组，p<0.05，分析原因，急诊护理，在稳定患者生

命体征的同时，护理人员充分的评估了患者的整体情况，

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更为具有针对性的急救护理

方案，减少了疾病对机体造成的伤害，及时进行治疗和

护理，提升了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综上所述，在急诊，对创伤性休克患者提供急救护

理，可以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稳定患者的生命体征，

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促进患者的恢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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