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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儿科急诊急救护理中的应用 

田晶晶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太原  030000） 

【摘  要】目的：分析儿科急诊急救护理中整体护理效果。方法：将200例儿科急诊患儿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分别进行常规护理

和整体护理，比较效果。结果：数据比较，研究组医嘱执行延迟率、抢救室滞留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均较低，处置行为

正确率及患儿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改善效果较高，满意度高，P<0.05。结论：儿科急诊急救护理中采取整体护理效果确

切，可保证急诊急救快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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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olistic nursing in pediatric emergency emergency care 

Tian Jingjing 

（Taiyu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Taiyuan，Shanxi 030000）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in pediatric emergency nursing. Methods：200 pediatric emergency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Results：Compared to the data，the delay rate of medical orders，the retention rate 

in emergency room，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the accuracy of treatment behavior and the physical function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children were high，and the high satisfaction，P <0.05. Conclusion：The overall effect of nursing in pediatric 

emergency care is accurate，which can ensure the rapid progress of emergenc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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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显示，在紧急情况下，护士应急处理能力与抢救

成功率有很大的关系。在急诊急救过程中，护士要密切关注

患者情况，及时做出判断和分析，采取对症护理，并与医生

一起进行抢救，以提高急救效果。在儿科急诊中，大部分儿

童都是急性和危重症，因此患儿要求获取到更加专业急诊急

救服务，规范急救服务能够确保儿科急诊患儿的急救质量，

从而减少医疗风险事件的发生。由于在儿科急诊收治患者

时，患儿年龄相对较小，病情发展迅速，而且患儿语言表达

能力还受到限制，各项生理功能发育还不完善，这就给医护

人员各项工作带来较大难度。要具备更高的医疗素质，才能

更好地满足儿童的实际需要，用高质量的服务和专业的技

术，提高治疗效果，提高儿童的生存率。在常规急诊急救护

理中，大多数时候都是以生命指标评估、环境管理、静脉通

道的建立为主要内容，没有根据患儿真实护理需要对其进行

介入，结果造成护理效果不佳情况。近几年临床研究探讨发

现，整体护理应用在急诊急救护理中可以发挥出较大优势，

该方法能够明确急诊患儿护理需求，制定整体护理方案，优

化护理流程，以缩短急诊急救时间，确保急救成功率可以得

到提高。对此，下文选取儿科急诊接收的200例患儿，分析

整体护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取 2021 年至 2023 年医院儿科急诊接收的 200 例患儿

为对象，并将其分组，资料见表 1。 

表 1  患者资料 

急诊就诊原因 
组别 n（例） 男女比重 年龄（岁） 

食物中毒 过敏性休克 癫痫 

对照组 100 56：44 5.41±0.75 48（48.00） 25（25.00） 27（27.00） 

研究组 100 58：42 5.39±0.82 49（49.00） 26（26.00） 25（25.00） 

X2/t  0.0816 0.1800 0.0200 0.0263 0.1040 

P  0.7751 0.8574 0.8874 0.8711 0.7471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急诊护理，需要做好各项患儿入院工

作，并第一时间进行各项急救准备工作，加强患儿生命体征

监测，观察病情发展情况，做好安抚和知识宣教工作。 

研究组开展整体护理：（1）在急诊接收患儿入院后，要

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患儿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监测，比如心率、

脉搏、体温、呼吸状况等，并向家长详细地了解患儿具体状

况，与此同时，还要对患儿进行相关各项检查，并在手术过

程中，对患儿的一些关键参数进行严格监控，尽最大努力来

保证患儿生命安全。急诊急救措施实施完后，密切观察患儿

的病情，并在第一时间配合主治医师进行护理。需要强调的

是，在治疗过程中要做到准、快，也就是要做到对患儿进行

准确的治疗，这样保证急救急救成功率。（2）每天配好应急

器械及有关药物，对医疗器械进行维护，保证医疗设备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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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对于儿科急诊各种不同突发疾病，要及早采取相应

的措施，比如有创伤或者切口感染患儿，一定要做好相应的

消毒、干燥、换药护理等工作，避免出现严重合并症，从而

对患儿恢复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还要督促家长好好护理

患儿伤口，避免因为挤压而导致的感染。（3）对患儿家属进

行健康宣教，其中包含该疾病的防治知识和护理要点，努力

提高患儿家属的认识程度，进而提高护理质量；告诉患者家

属一些饮食上的问题，尽可能避免进食一些不容易消化或者

太过油腻的东西。另外，还需要做好患儿及家属心理疏导工

作。因为过分担心儿童的病情，所以家属心情表现十分紧张，

这样会不利于对患儿护理工作顺利开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预后康复。对此，需要加强心理疏导，告知急诊急救成

功案例，减轻家属方面情绪。（4）配合家长做好患儿的日常

护理。因为患儿的年龄较小，所以依从性和配合程度并不高。

因此，必须要加强我们和家属之间的沟通，并对不同年龄段

患儿进行相应的干预，最大限度提高治疗依从性，进而提高

治疗效果。（5）出院指导：要做好出院后的健康宣教工作，

要提醒患儿家属要注意用药和饮食的指导，要根据患儿恢复

情况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但是不能运动量过大，否则会造

成身体不适。一旦有伤口出现感染或者是复发的现象，一定

要到医院就诊。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进行复查。 

1.3 观察指标 

观察急诊急救接诊情况，并观察评估患儿身体状态和精

神状态，统计干预指标和本次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处理分析，X2、t 检验，并用（n/%）（ sx  ）

表示，P<0.05，则数据有差异。 

2 结果 

2.1 急诊急救护理行为统计 

儿科急诊急救行为执行情况见表 2。 

表 2  比较各项急诊急救护理行为情况（n/%） 

组别 n（例） 医嘱执行延迟率 抢救室滞留率 处置行为正确率 不良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 100 9（9.00） 11（11.00） 87（87.00） 12（12.00） 

研究组 100 2（2.00） 3（3.00） 97（97.00） 4（4.00） 

X2  4.7138 4.9155 6.7935 4.3478 

P  0.0299 0.0266 0.0091 0.0370 

2.2 患儿预后情况 患儿护理后各项情况指标见表 4。 

表 3  两组患儿预后指标比较（ sx  ） 

组别 n（例） 自主活动时间（d） 不良症状评分（分）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100 4.89±0.74 3.07±0.35 6.07±1.33 

研究组 100 3.34±0.81 2.26±0.41 5.28±0.87 

X2  14.1277 15.0258 4.9708 

P  0.0000 0.0000 0.0000 

2.3 生活质量评估 生活质量评分见表 5。 

表 4  比较生活质量评分（ sx  ） 

阶段 组别 生理功能 精力 精神状态 一般健康状况 

对照组 60.37±2.85 60.93±3.47 61.44±4.28 61.25±3.36 

研究组 60.48±2.74 60.87±3.52 61.37±4.25 61.37±3.25 

t 0.2782 0.1214 0.1161 0.2567 
护理前 

P 0.7811 0.9035 0.9077 0.7977 

对照组 65.88±3.76 65.73±3.08 65.82±2.76 65.93±3.14 

研究组 69.54±4.12 69.87±3.11 69.72±2.75 69.76±3.07 

t 6.5617 9.4584 10.0098 8.7216 
护理后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4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表 5  比较护理满意度（n/%） 

组别 n（例）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100 42（42.00） 47（47.00） 11（11.00） 89（89.00） 

研究组 100 48（48.00） 50（50.00） 2（2.00） 98（98.00） 

X2     6.6639 

P     0.0098 

3 讨论 在急诊中进行急救治疗的儿童，大多具有疾病发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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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等特点，这就要求急诊护理人员能够和医生进行有效合

作，并做到准确、高效地进行对儿童的治疗，为最大限度拯

救患儿生命争取到最佳的时间。传统护理方法比较简单，仅

关注患儿身体状况，未能对患儿心理状况以及周围的情况进

行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患儿急诊急救处理非常不利。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各个科室护理需求越来越高。以往常规

护理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儿科急诊患儿护理需求，所以需

要探讨更加合理有效方法，以保证急诊急救效果。 

根据相关研究探讨发现，整体护理应用在儿科急诊急救

中有着积极作用，该方法能够建立在常规护理内容之上，通

过完善常规护理内容，可以充分掌握患儿周围环境因素的影

响，避免不良因素给急诊急救带来的影响。整体护理将现代

化护理理念作为护理核心方向，优化护理流程，结合临床护

理与科室管理工作模式，能够提供出更加全面和科学化的规

范护理内容，能够重视患儿身体情况，将科学严谨护理流程

当作护理开展的基本框架，并结合患儿心理、生理等多方面

需求，以提供全面优质护理服务。因为儿童自我表现能力较

差，所以必须配合家长，对患儿进行良好护理，具体包括用

药、饮食、情绪、环境及卫生等各方面，让护理服务质量得

到全方位的提高，从而让儿童家属的就诊经验得到改善。 

在急诊急救过程中，护士要加强对急救过程中的监控与

控制，并将急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公布出来。有报道显

示，对急诊护理流程的规范，让急诊护理工作变得更具规范

性，在持续的研究和实践应用中，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加

强护士对各种儿科急诊疾病的认识，从而提高儿科急诊患儿

的急救成功率。因此，规范化的急诊护理程序可以有效地提

高急诊科护士的急诊护理水平。除此之外，在全面护理服务

流程的执行过程中，要坚持按照循环护理医学理念，持续分

析急诊护理流程中存在的缺陷，定期地更新护理模板，并评

价其执行效果，通过对比参照措施和实施操作的不同，来总

结急诊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此次结果比较中，研究组各项急

诊护理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患儿预后改善效果均高于对照

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也体现出整体护理

的应用价值。整体护理可以有效对急诊护士的行为进行规

范，从而减少急诊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从而确保急诊护理

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降低儿童急救室停留率，从而提高对

儿科急诊儿童的救治效果。除此之外，在急诊救治流程规范

的过程中，还可以进行持续的质量改进。急诊科室在急救护

理方案中，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让急救护士的综合

素质得到了提高。同时，还可以对急救护士的专科护理能力

进行进一步的提高，并对整体护理服务流程模板进行多次修

改，从而提高急救护理的质量，提高急救护理的效率。一些

学者认为，JCI 标准与标准化的急救流程相结合，可以在小

儿急诊急救中发挥更高的时效性和安全性，可以有效地提高

急救的治疗效果，提高急救的治疗有效率，从而可以快速地

缩短对儿童的治疗时间，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这些数

据的结论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综上，整体护理在儿科急诊急救护理中应用效果确切，

可保障急诊急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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