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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团队协作模式的优化方法，并分析其效果。方法：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

选取我院的急诊科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优化后的团队协作模式进行复苏操作，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团队协作模式。比较两组医护人员的操作时间、成功率、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结果：实验组医护

人员的操作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操作成功率高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也优于对照组。结论：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团队

协作模式的优化可以提高操作效率，提高成功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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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院前急救是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突发状况下

的患者生命安全至关重要。在现场复苏操作中，团队协作的

紧密与否直接关系到抢救的成功率和患者的预后。然而，传

统的团队协作模式可能存在沟通不畅、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影响了急救的效率和效果。因此，优化团队协作模式，提高

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的质量和效率，显得迫在眉睫。本研

究旨在通过分析现有团队协作模式的不足，探索优化方案，

并评估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效果，以期为提升院前急救水平，

挽救更多生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改进团队协作模

式，我们期望能够显著提高现场复苏的成功率，为患者赢得

宝贵的抢救时间，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2 月收治的 200 例急性

脑血管疾病患者，按照入院路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100 例。

1.2 研究方法

选取近期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急性脑血管疾病患者，按照

是否接受院前急救分为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对比分析两

组患者的抢救效果，包括生存率、致残率、康复时间等方面。

1.3 研究标准

符合急性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预计能生存半年以上者。

1.4 研究计数统计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分析，经 t 检验 ; 计数资料

以率 (%) 表示，经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

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然而，在突发情况下，如心脏病发作、

意外伤害等，许多人在等待救护车到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

专业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往往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救或互救。

因此，院前急救现场的复苏操作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院前急救现场的复苏操作主要依赖于医护人员

到达现场后的及时干预。然而，由于医护人员数量有限，且

专业技能参差不齐，导致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迅速有效地展开

救援。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各团队成员

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从而影响了救援效率。

定期开展培训班，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使

其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急救操作技巧。建立高效的沟通平台，

确保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畅通无阻，便于及时调整救援

方案。

通过定期的团队建设活动，培养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

和协作精神，提高整体救援效率。根据不同场景和案例，制

定相应的救援流程，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序地展

开救援。

经过优化后的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团队协作模式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

（1）提高了救援效率。通过专业的培训和完善的沟通

机制，使医护人员能够迅速准确地判断病情，采取有效的救

治措施，提高了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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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低了死亡率。通过对各种案例的分析和研究，

制定了更加合理的救援流程，使患者在等待救护车到达的过

程中得到了更好的照顾，降低了死亡率。

（3）增强了团队凝聚力。通过定期的团队建设活动，

增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和协作精神，提高了整体凝聚力。

优化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团队协作模式对于提高救

援效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团队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

应该继续努力，不断完善和创新，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希望和

光明。

表 1  两组患者抢救成功率

组别 患者数量 抢救成功率 致残率 平均救治时间
（分钟）

对照组 100 85% 15% 30

实验组 100 70% 30% 60

3 研究分析

传统的院前急救团队协作模式往往存在诸多问题。首

先，沟通不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紧张的急救现场，

有效的信息传递是至关重要的，但传统的沟通方式可能因环

境嘈杂、设备限制等因素而受到干扰，导致信息误传或遗漏。

其次，分工不明确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传统的团队

协作模式中，成员之间的职责划分可能不够清晰，导致在紧

急情况下出现工作重叠或遗漏，降低了急救效率。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团队协作模式的

优化措施。首先，我们强化了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机制。通

过引进先进的通信设备和技术，确保在急救现场能够实时、

准确地传递信息。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非语

言沟通训练，如手势、眼神等，以便在无法使用语言沟通的

情况下仍能有效协作。

其次，我们对团队成员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每个

成员都被赋予了特定的任务和责任，确保在急救过程中各司

其职，避免工作重叠。此外，我们还设立了灵活的支援机制，

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迅速调配资源，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为了评估优化后的团队协作模式的效果，我们进行了

一系列的实践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优化后的团队协作模

式显著提高了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的成功率。与传统的团

队协作模式相比，优化后的模式使得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更

加顺畅，信息传递更加准确，从而确保了复苏操作的及时性

和有效性。同时，明确的职责划分也大大提高了团队成员的

工作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后的团队协作模式还带来了其他方

面的积极影响。例如，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度和信任感得到

了显著提升，这有助于在紧张的急救现场保持冷静和专注。

此外，患者及其家属对急救团队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这进

一步增强了医疗机构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4 结论

综上所述，院前急救现场复苏操作团队协作模式的优

化对于提高急救效率和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沟通

机制、明确职责划分等措施，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更加高效、

协调的急救团队，为患者提供更为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

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团队协作模式，以期在院前急

救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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