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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讨记在急诊患者癿护理过程中应用优化护理流程迕行干预对患者家属满意度癿影响。方法：筛选出 2018年 1月
至 2019年 3月亍我陇迕行急诊治疗癿患者 68例，应用数字随机表对患者迕行分组，即参照组不观察组。参照组运用基础性
癿急诊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优化护理流程迕行干预。训彔、对比两组癿护理结局。结果：干预后，较乊参照组，观察组癿成
功急救率明显提升 20.59%（P＜0.05）；观察组患者家属癿护理服务满意度明显提升 11.77%（P＜0.05）。结记：在急诊患
者癿护理过程中应用优化护理流程迕行干预，护理结局甚佳，对急救效率癿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同旪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癿急救
结局，提升患者家属癿护理满意度，临床应用价值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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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抢救是指为危重症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诊治处理，
以便患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脱离生命危险[1]。由于急诊患者
的病情具备发展迅速、不可预见性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
扩大了急诊抢救的难度，故而相关医疗人员应在抢救过程中
给予患者高效的护理干预，以便提升急诊抢救效率，改善患
者的急救结局[2]。本次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治疗措施 

1.1 一般资料 

筛选出 2018 年 1 月至 2019年 3 月于我院进行急诊治疗
的患者 68 例，应用数字随机表对患者进行分组，即参照组与
观察组，例数均为 34 例。参照组男女例数之比为 18:16，年
龄均数为（51.83±3.09）岁；观察组男女例数之比为 19:15，
年龄均数为（50.88±3.83）岁。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运用基础性的急诊护理模式，即给予患者常规检
查处理、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的波动情况等。观察组采用
优化护理流程进行干预。待患者入院治疗后，应先对患者实
施影像学检查处理，相关护理人员需全程陪护患者完成相关
检查，明确患者的疾病进展情况，仔细观察患者呼吸、瞳孔、
意识、血压等生命体征的波动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
上报并给予患者对应的处理措施。指导患者保持正确的体位
姿势，同时需要监测患者呼吸道的通畅情况，及时清理呼吸
道异物，以便确保患者的呼吸道处于通畅状态，若患者的呼
吸道内有痰且难以咳出，应给予患者吸痰治疗，吸痰处理时
应注意观察患者面部表情的变化，以免给患者的呼吸道造成
不必要的损伤。为了确保患者能够尽快进入急诊室开展相关
治疗处理，医护人员需迅速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及生命体征
情况，并创建有效的静脉通道，抢救过程中需密切监测患者
各项生命体征的波动情况。若患者需要实施转运处理，应在
转运前做好转运的交接工作，备好转运过程中所需的医疗器
械及医疗用品，并派遣专人护送。 

1.3 观察指标 

记录、对比两组的护理结局。 

（1）记录、对比两组的成功急救率 

（2）记录、对比两组的护理服务满意程度。借助问卷调
查法来对患者的护理服务满意度实施评估。问卷内容包含护
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护理过程中的舒适度、病情恢复效果等
方面。问卷分值区间为 0-100，若分值超过 85 分，则标记为
满意，若分值为 60-85，则标记为基本满意，若分值低于 60，
则标记为不满意[3]。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接受 t 检验，
计数资料接受 x2 检验，P＜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成功急救率对照 

参照组中成功急救的患者例数为 25 例，即成功急救率为
73.53%；观察组中成功急救的患者例数为 32 例，即成功急
救率为 94.12%。可见，实施护理干预后，较之参照组，观察
组的成功急救率明显提升 20.59%（P＜0.05）。 

2.2 两组的护理服务满意程度对照 

较之参照组，观察组患者家属的护理服务满意度明显提
升 11.77%（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的护理服务满意程度对照[例数（%）] 

注：与参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优化护理流程属于针对性的急救干预模式，该模式的主
要目的在于缩减患者疾病的抢救时间，以便提升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有研究指出[4]，在急诊患者的护理过
程中加入优化护理流程进行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缩减患者病
情的评断时间、急诊停驻时间以及抢救时间，为急诊抢救工
作争取更多的时间，对成功急救率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除
此之外，运用优化护理流程进行护理干预，也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削减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加速患者的康复进程。对本次
研究的相关数据展开分析可知，干预后，较之参照组，观察
组的成功急救率明显提升 20.59%；观察组患者家属的护理服
务满意度明显提升 11.77%。在急诊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优
化护理流程进行干预，不仅能够为护理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医护安全，促进医患关系朝着良
好和谐的方向发展，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满足患者的合理性
需求，并实施全面性、高效化的护理干预措施。 

综上所述，在急诊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优化护理流程
进行干预，护理结局甚佳，对急救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急救结局，提升患者家属的护理满
意度，临床应用价值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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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参照组（n=34） 15（38.18） 13（38.24） 6（17.65） 28（82.35） 

观察组（n=34） 17（50.00） 15（44.12） 2（5.88） 32（9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