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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急危重症护理学概述急危重症护理学经过了长期的临床实践，并伴随着急诊医学和
危重病医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是研究各类急性病、急性创伤、慢性疾病急性发作及危重病人的抢救
与护理的一门学科，是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抢救伤病人、治疗危重病人、降低各种灾难事故的死亡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三十年来，随着急诊医学和危重病医学的发展及社会需要的不断提高，急危重症护理学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同时急危重症护理学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护理学的进步。
一、急危重症护理学研究的范畴（一）院前急救院前急救（pre-hospitalcare）是指急危重症病人进入医
院前的医疗救护，包括呼救、现场初步复苏、途中监护和安全运送。
院前急救的任务是采取及时、有效的急救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人的痛苦，降低伤残率和死亡率，
为进一步诊治打下基础。
首先建立有效的呼吸和循环，恢复基础生命体征，再根据病情和现有条件采取输液、止血、止痛、包
扎、固定、解毒等措施，借助通讯联络工具向急救中心呼救并通报病人的病情。
在转运途中连续监护和救治，为病人继续治疗赢得时间。
院前急救是急诊医疗服务体系（emergencymedicalservicesystem，EMSS）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关键的一
步，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做好急救知识和初步急救技能的普及工作，提高大众的
自救和互救能力，使在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能首先给病人实施必要的初步急救。
科学的管理体系，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急救通讯、调度、指挥系统的不断完
善，将使院外救护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二）医院急诊救护医院急诊科（emergencydepartment）是接收、处理日常急诊就诊，及对院外转送
的急诊危重病人进行院内救治的重要场所。
急诊科应有完善的急救仪器与设备。
急诊救护人员需经过专门而系统的培训，掌握精湛的急救技术和多学科知识，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快
速的反应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并熟悉相关的法律和卫生法规。
急诊科抢救往往是团队性工作，需要多名医务人员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来完成。
经过急诊科救治的病人，可根据病情给予急诊手术、入院治疗、重症监护治疗、急诊留观或离院等处
理。
医院急诊救护是院前救护的延续，是EMSS中最重要而又复杂的中心环节。
急诊科要建立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以利于急危重病人的抢救。
此外，要承担灾害、事故的急救工作。
当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发生时，医护人员应尽最大的努力，前往急救现场参加有组织的外援救护活动
。
急诊科要成立急救领导小组，遇有重大抢救任务时负责指挥与协调急救工作，以达到高效率、高质量
的救护目标。
（三）重症加强治疗病房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careunit，ICU）是以救治急危重症病人为中心的
医疗组织形式，是急救医疗服务系统的重要部分，也是收治危重病人的主要场所之一。
ICU的管理特点是强化与集中，工作实质是脏器功能支持和原发病控制，即集中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
士，集中最先进的医疗监测和治疗设备，集中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急危重症病人，对他们进行持续、
准确、强有力的动态监测，并对生命器官功能进行紧急或延续性支持治疗。
ICU包括专科ICU与综合性ICU。
专科ICU是在专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ICU，收治本专科的危重病人，如心血管内科的CCU、呼吸内科
的RICU、急诊科的EICU、麻醉科的PACU。
还有一些专业性更强的ICU，如血液、新生儿、烧伤、颅脑外科等的ICU。
当原发病、专科问题成为病人的主要问题时，病人在这里能得到最合理、最恰当的治疗和护理。
综合性ICU由医院直接领导，是医院的独立科室，其收治对象不分专科，以处理多脏器功能损害、均
衡生命支持为主要工作内容，使危重病人得到全面的加强治疗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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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ICU的病人不仅其病理生理问题需要得到密切监测，与生理疾病密切相关的心理、社会、环境和
家庭问题也需要得到精心的关护。
以病人为中心，通过对病人的身心及社会、家庭背景作全面评估，收集完整的健康资料，掌握病情的
发展和预后，才能获得良好的救治效果，达到挽救生命、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
（四）急危重症护理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对急危重症护士进行有计划、分层次的继续教育是急危重
症护理学的重要内容。
培养和提高急危重症护士的综合救护能力，是保证急救护理质量的基本条件之一，要注重培养急危重
症护士综合各学科专业知识去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在紧急情况下正确判断、敏锐反应的专业品
质。
急危重症专科护士的培养是我国急危重症护理的发展趋势，为适应国际急救护理发展的新形势，首先
需建立统一的急危重症专科护士管理体制，做到评估标准化、培训基地化和上岗持证化。
护理科研包括理论的探讨、护理实践的提高和改进，并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急危重症护理科研是急危重症护理学发展的支撑点和生命力延续的要素。
应强化科研意识，提高科研水平，在急危重症护理实践中开展以科学为依据的循证护理。
对常见的护理难题进行研究，提出新观点，进一步完善急危重症护理的理论体系。
使急危重症护理学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为提高急救水平，发展我国急救事业做出努力
。
二、急危重症护理学的发展史现代急危重症护理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南丁格尔的年代。
1854～1856年英、俄、土耳其在克里米亚交战。
战争开始时，英军的医疗救护条件非常低劣，伤员死亡率高达42%。
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奔赴前线开拓战地护理工作，伤员死亡率迅速下降至2%，这充分说明了急危重
症护理工作在抢救危重病人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由于心电示波装置、电除颤器、人工呼吸机、血液透析机等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理
论与实践的逐渐深化，护理理论与护理技术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现代监护仪器设备的集中使用，促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的建立。
20世纪70年代，国外一些国家开始组建急诊医疗服务体系，训练各行各业的人员作为二线急救组织成
员，重视现场抢救，重视急救护理教育。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参与的一次医疗会议，提出了急救事业国际化、
国际互助和标准化的方针，要求急救车装备必要的仪器，国际统一紧急呼救电话及交流急救经验等。
美国于1959年开始实施急救医疗，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急诊医疗服务体系EMSS法案》，1976年完
成了立法程序，形成了全国急救医疗网。
之后，美国又相继建立了院前急救、途中救护和重症监护体系。
我国的护理急救事业也经历了从简单到逐步完善形成新学科的发展过程。
在早期只是将危重病人集中在靠近护士的病房或急救室，以便于护士观察与护理;对外科手术后的病人
，也只是先送到术后复苏室，清醒后再转入病房：进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
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急救医学也开始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80年，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北京等10个城市参加的急救工作会议。
会后，国家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意见》的文件，指出了急救医学在国家建设和保障
人民健康中的重要作用，并明确了其性质、任务和建立健全急救站和医院急救科（室）的具体规定。
1983年国家卫生部又颁发了《城市医院急救科（室）建立方案》，明确提出城市综合性医院必须成立
急诊科（室）。
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救医疗法》，并颁布实施。
1986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急救医学学术讨论会，正式成立了“急救医学专科学会”。
1989年世界危重病急救医学学会接纳我国为该会会员，从此，我国急救医学组织跨进了国际专业组织
的行列。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急救医学从组织机构、设施建设、队伍建设、设备装置及业务学术等方面都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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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建立了急救医疗中心，小城市和县镇也基本建立了急救医疗站，全国县以
上的综合性医院和部分专科医院都设置了急诊科（室），并建立了ICU、CCU等重症监护病房，形成
了急救中心―急救站（所）―急诊科（室）相结合的急救医疗网络;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县级、镇
都已经基本开通了“120”急救呼救电话专线，急救医疗的社会化、专业化、家庭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
成。
三、在护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急危重症护理学是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研究对急危
重症病人实施急救和特别监护的一门科学。
它既是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急诊医学和危重病医学的组成部分。
在护理大专和本科教育中，它是不可缺少的一门课程。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急危重症护理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救护急危重症病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急危重症护理学的学科特点与要求一、急危重症护理学的学科特点（一）思想素质要求高急危
重症护理工作异常艰辛，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牺牲个人利益，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急危重症护士，首先
应具备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要急病人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在抢救过程中需要有不怕脏累、
不怕危险的精神;在抢救灾害性伤病员时，还需要有献身精神。
（二）知识、技能要求高急危重症护理面对的是病情复杂多变、生命垂危的各种急危重症病人的救治
，护理人员在判断病情和制订计划时必须具备扎实、广泛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各专科疾病救治的实践经
验，要求掌握在不同情况、不同环境下的准确到位的技术，还需要掌握现代化设备、仪器的使用，尤
其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应用。
基本功训练是提高急危重护理人员素质的基本环节。
二、学习要求（一）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急危重症护士要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和实践，设身处地为
病人着想，牢固树立“时间就是生命”的概念，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抢救病人生命，保证抢救工作的
质量。
（二）掌握急救技术和急救技能要刻苦学习急救知识，勤学苦练急救技术，以具备扎实的业务素质;在
工作中正确、敏捷操作以赢得救治生命的时间。
（三）熟悉多学科知识与技能急危重症工作跨度大，急危重症病人病情复杂，在分诊及护理过程中，
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护士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熟悉内、外、妇、儿等多学科护理知识和技能，以
及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还要善于将基础理论与学过的各专科知识相互联系、融会贯通，以便全面地判断病情，更迅速地抢救
急危重症病人。
（四）培养管理能力急危重症护理中管理非常重要，能否排除抢救护理的各种障碍，协调好各方面的
关系，直接关系到抢救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因此，管理能力的培养对护士同样重要。
1.急危重症护理的概念。
2.急危重症护理学研究的范畴。
3.急危重症护理学起源的年代。
第二章院前急救护理工作国道上一大型货车突然完全失控，在撞到中心隔离墩后驶向对向车道，与一
满载乘客的中巴车迎面相撞，并双双坠入路基下3米的水塘，部分乘客被抛出车窗外而落水。
讨论分析：1.附近村民目睹了车祸经过，应如何紧急呼救?2.医疗救护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应立即进行哪
些方面的评估?如何快速判断危重伤病员的情况?3.现场救护中需遵循哪些原则?4.试述现场检伤分类的
方法及其意义?5.一伤员被从水中救起后不省人事，检查无呼吸、颈动脉搏动消失，应如何施救?怎样判
断施救效果?6.一伤员头颈部受伤，颈后疼痛、活动受限，躯体被卡在形变的车座之前，在救出该伤员
的过程中应重点注意什么问题?如何正确搬运此类伤病员?7.试述重伤病员在转运途中的救护要点。
院前急救（prehospitalcare），是指在医院之外的环境中对各种危及生命的急、危、重症伤病者进行现
场救护、转运和途中救护的统称，即病人进入医院前实施的医疗救护。
院前急救是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
它改变了过去那种医生在医院里等病人上门的传统急救医疗模式，而是迅速地把医疗救护送到急、危
、重症病人的身边，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病人的“无治疗期”，即从病人发病至获得治疗为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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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已将院前急救工作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急救工作水平和能力高低的标志之一。
第一节院前急救概述完整的院前急救环节包括伤病员或目击者的呼救→急救中心接受呼救后调度出车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接近伤病员→对伤病员进行现场救治→搬运→转送医院的途中监护→抵达接收医
院对伤病员的交接→急救人员及救护车返回待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渴望在急、危重症的发病初期就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因此，院前急救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院前急救的任务根据院前急救的重要社会职能和功能定位，可将院前急救的任务概括为以下5个
方面：（一）承担日常情况下居民的急救事件处理院前急救主要和经常性的任务是承担日常情况下居
民的急救事件处理。
呼救病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短时间内有生命危险的急危重病人，称为危重病人或急救病人，
如心肌梗死、休克、窒息等。
这类病人占呼救病人的10%～15%，其中需进行就地心肺复苏抢救的特别危重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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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急危重症护理学(供高职高专护理类专业使用全国医学高等专科教育案例版规划教材)》编著者佘金
文、周理云。
    急危重症护理学的主要内容是院外急救与护理和院内急救与护理，重点内容是急救护理的基本知识
、常用技能和常见急危重症病人的急救与护理技术。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对急救护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理
解更加直观、更加具体、加深记忆，并掌握常见急危重病人的初步处理和抢救配合，能正确实施急救
护理技术，为今后从事或参与急救护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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