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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无缝隙护理管理在急诊危重患者院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医学研究观察法，对我院急诊科
2019年 1月-2019年 9月收治的 118例急诊危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查证分析，依据护理环节是否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
等分为对照组（否）和观察组（是），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给予观察组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临床观察院内转运交接满
意度成效。结果：观察组院内转运交接满意度成效对比为 93.22%（56/59）和 66.10%（39/59），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急诊危重患者中的成效显著，凸显在院内转运交接满意度上，值得临床大力奉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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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是以规范院内转运流程，实现就
近、对症治疗患者的有效护理管理方法，也是确保患者急
救抢救成功率的可行性措施[1]。该护理管理模式的应用是
现代护理服务质量提升的有效举措，更是针对病情凶险、
发病情况严重、症状明显患者所展开的无缝隙管理，是现
代护理医学管理流程化、科学化的体现。本研究为分析无
缝隙护理管理在急诊危重患者院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价值，
特选定我院急诊科 2019年 1月-2019年 9月收治的 118例
急诊危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查证分析，具体实验结果分
析论证如下。 

1 研究素材和方法 

1.1 研究素材 
采用医学研究观察法，对我院急诊科收治的 118 例急

诊危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查证分析，依据护理环节是否
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等分为对照组（否）和观察组（是）。
其中观察组，男 28 例，女 31 例，年龄 40-70 岁，平均年
龄（54.87±0.01岁）；对照组，男 27例，女 32例，年龄
51-69 岁，平均年龄（54.77±0.11）岁。两组患者临床资
料差异在基础资选定上，年龄、发病因素、疾病类型、临
床症状、院方基础治疗现状和院前急救上差异不显著，不
具统计学研究价值（P>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给予观察组应用无缝隙护

理管理管理。 
1.2.1 常规护理管理 
包括转运途中的相关护理及其接洽等。 
1.2.2 无缝隙护理管理 
转运前的管理：做好事前的风险评估 ，并就期间存在

的风险做好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和告知，协调接洽部门的转
运交接和检查时间确认，并确保诸环节患者安全。（2）转
运中的管理：必备麻醉药物、治疗药物、辅助药物及其急
救物品的转杯工作等，确保检查机械及其救助机械通电正
常。（3）专员环节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其生命体征监测等管
理，确保患者舒适并及时打消治疗顾虑，以提升治疗依从
性[2]。 

1.3 疗效评定 
将护理效果分为满意、尚可、较差三等级。满意：急

诊危重患者的专业技能考核满意，患者的临床满意度较高，
患者护理前后无其他并发症；显效：急诊危重患者的专业
技能考核成绩尚可，患者的临床满意度较好，患者护理前
后无其他风险事件发生；感染：急诊危重患者的专业技能
考核较差，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评价不高，患者出现坠床、
跌倒、自杀、意外及其心理弹性变化等问题。护士交班满
意度为满意率加尚可率。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数据均用 X2检验，以%表示，其他指标均采用（ X

±s）表示，用 t检验。运用流行病学统计程序 Epidata 2.0

版及 EPINFO2000版统计软件包处理。以 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士交班满意度评判情况 
观察组院内转运交接满意度成效对比为 93.22%（56/59）

和 66.10%（39/59），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参见表
格 1所示。 

3 讨论 
急诊危重患者因生命体征不稳定、病情变化快、两个

以上器官系统功能失调而危及到患者生命健康安全[3]。该
类患者在院内转运交接中存在存在有身份识别不全、告知
不充分、呼吸道管理不畅,低体温、管道移位、交接不清等
隐患问题，需要针对性无缝隙护理作为有效解决对策加以
强化，以从根本上实现对患者的急诊救治质量提升。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观察组院内转运交接满意度成效对比
为 93.22%（56/59）和 66.10%（39/59），有统计学意义
（P<0.05）。文献资料进一步佐证，实施后护理满意度、项
护理工作评分、转运交接状况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4]。,危重患者转运交接质量及科室医护人员满意
度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该模式的应用对有效提高危
重患者转运效率,加强急诊-ICU 医护人员之间的密切配合,
改善科室医务人员工作的满意程度，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5]。 

综合来讲，无缝隙护理是秉持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一
站式”服务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院内转运交接中查漏补
缺、持续护理管理质量改进的体现，该护理模式以整体护
理服务为基础，确保患者整个治疗工程严丝合缝、人性化、
个性化特色服务运行通畅。 
综上所述，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急诊危重患者中的成效显
著，凸显在院内转运交接满意度上，值得临床大力奉行实
施。 

参考文献 
[1]辛键,辛美蓉,赖晓荣.无缝隙护理管理在急诊危重患者
院 内 转 运 交 接 中 的 应 用 [J]. 护 士 进 修 杂
志,2019,34(15):1397-1399. 
[2]孙梦洁.急诊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交接过程中无缝隙护
理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J].健康养生,2019,(14):68. 
[3]张露娇.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在危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J].中国当代医药,2018,25(34):192-194. 

表 1 两组护士交班满意度评判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度极佳 满意度尚可 不满意 院内转运交接满意度成效 
对照组 
观察组 
X2 
P 

59 
59 
/ 
/ 

19（32.20） 
32（54.23） 
11.741 
0.001 

20（33.90） 
23（38.98） 
8.410 
0.021 

20（33.90） 
4（6.78） 
9.621 
0.012 

39（66.10） 
56（93.22） 
8.145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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