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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临床护理路径对急症抢救患者的作用研究
陈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要】目的：探究重症监护病房临床护理路径对急症抢救患者的作用价值。方法：将我院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10月期间进行急

症抢救的患者（62例）作为观察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命名为观察组（n=31）及对照组（n=31），观察组实施临床护理路径，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抢救指标（抢救时间、住院时间、执行医嘱时间），并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观

察组患者抢救指标优于对照组患者抢救指标（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相比于对照组，能看出明显优势（P<0.05）。结论：在急症

抢救患者抢救过程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可提升抢救效率，缩短抢救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有利于患者的预后，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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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是抢救患者的重要地点，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急

救效率以及急救时间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护理人员

必须将护理流程完善，在急救过程中以患者为中心，同时在传统

的护理流程基础上进行合理优化，避免护理路径中不必要的过程

耽误时间，为患者进行救治争取时间，减少患者的抢救失败率，

提升生存率[1-2]。本次将我院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10月期间进

行急症抢救的患者（62例）作为观察对象，探究重症监护病房临

床护理路径对急症抢救患者的作用价值，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10月期间进行急症抢救的患者

（62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家属及本人同意，并签订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具有意识障碍及精神障碍；利用随机分

配法进行分配，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 20例。观察组：

男性患者有 21例，女性患者有 10例，平均年龄（47.8±2.6）岁；

脑部创伤 10例、肢体外伤 5例、腹部外伤 5例、颅脑外伤 6例、

胸外伤 5例；对照组：男性患者 20例，女性患者 11例；平均年

龄（47.2±2.5）岁；脑部创伤 11例、肢体外伤 5例、腹部外伤

4例、颅脑外伤 6例、胸外伤 5例；本次研究经伦理委员会认定

批准，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受伤部位等资料经过分析，差异

不明显，不会干扰数据结果（P＞0.05），能够进行研究比较。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护理人员以及医师需要经过专业

的培训，能够熟练操作急救仪器，同时给予患者生命体征监察以

及吸氧、心电监护，为患者建立静脉通路，根据医嘱为患者进行

用药,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避免患者产生恐惧以及焦虑等不良情

绪。

观察组采用临床护理路径：①由主治医师以及护理人员建立

抢救小组，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以及职称、年资进行分配；②

合理安排护理人员的工作：对于中等年资的护理人员，需要为急

症患者制定抢救计划并协助护理人员，协助高资质的护理人员进

行注射给药和心肺复苏等工作；高资质的护理人员需要监测急症

抢救患者的生命体征，同时对患者的意识以及瞳孔进行观察，保

证患者气管插管以及引流管设备处于安全状态，指导其他护理人

员进行护理工作，检测患者的引流情况以及管路情况；低年资的

护理人员需要配合高资质的护理人员进行急救器材的准备以及

所需要药液的配置。

1.3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抢救指标（抢救时间、住院时间、执行医

嘱时间），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护理满意度分为对护理

满意、对护理不满意、对护理很满意。患者护理总满意度结果为

（总病患例数-不满意病患例数）/总病患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重症监护病房临床护理路径对急症抢救患者的作用研

究调查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进行处理分析，采用

（ sx  ）表示抢救指标（抢救时间、住院时间、执行医嘱时间），

使用 t检验数据，护理满意度行卡方检验，用（n%）进行表示，

P＜0.05：统计学意义，P＞0.05：无意义。

2.结果

2.1研究结果-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P<0.05），
实验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护理满意度数据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满意 很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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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n=31）
10（32.26） 20（64.52） 1（3.22） 30（96.77）

对照组

（n=31）
10（32.26） 12（38.71） 9（29.03） 22（70.96）

X2 - - - 9.3538

P - - - 0.0022

2.2研究结果-两组患者抢救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抢救时间、住院时间、执行医嘱时间相比于对照

组，优势比较明显（P<0.05），数据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抢救指标比较（ X ±S)

组

别

例数

（n）
抢救时间

（min）
住院时间

（d）
执行医嘱时间

（min）

观

察

组

31 4.7±1.8 8.2±1.2 1.8±1.6

对

照

组

31 5.8±0.3 12.8±1.8 4.7±3.2

t 3.3562 11.8390 4.5130

P 0.0014 0.0000 0.0000

3讨论

常规的临床重症监护病房护理没有进行高、中、低档的年资

搭配，在抢救过程中会出现慌乱以及护理人员反应较差和职位不

明确等现象，不能够使急救工作有效开展。而临床护理路径能够

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护理人员的年资以及工作能力按照三个等级

进行分配，同时，对于护理人员的排班工作以及责任分配进行合

理安排，为患者制定急救方案，使护理流程更加完善，避免出现

不必要的环节耽误治疗，同时需要明确护理人员的工作范围以及

工作职责，提升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急救效率以及患者的抢救有效

率[3-4]。

在实施临床护理路径过程中由主治医师以及护理人员建立

急救小组，年资较长的护理人员作为护理组长，在实行护理之前

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路径的培训，使护理人员提升应急反应能力，

避免在抢救过程中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形，将护理路径安排的更加

有序，并制定临床护理路径方案，定时总结临床急救护理当中可

能会出现的疏漏以及风险，进行风险分析并完善路径，同时，在

临床护理路径实施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路径进行抢救工作的实

施，避免因护理人员的个人因素造成抢救效率降低，危及患者生

命。只有有序的开展护理工作，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减

少医嘱执行时间，才能够对患者负责，提升重症监护室急救护理

质量[5-6]。

本文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抢救指标优于对照组患者抢救指

标（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相比于对照组，优势比较明显

（P<0.05）。

综述，在急症抢救患者抢救过程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利于

提升抢救效率和改善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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