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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生活节奏的加快、寿命的延长、疾病病谱的改变以及交通方式
多样化等因素，使急症和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从而使人们对紧急救护的需求越来
越多，对急救护理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近年来，随着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急救技术不断提高，先进的精密仪器不断引进，急救护理学
成为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及公共卫生事件、交通意外、生产事故等突然事件的发生，对护理人员的应
急能力、紧急情况下对患者进行及时准确的救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强急救护理学的教育势在必行。
第1节 急救护理学的概念和发展史一、急救护理学的概念急救护理学是以挽救患者生命，提高抢救成
功率，减少伤残率，促进患者康复，提高其生命质量为目的，以现代医学科学和护理学专业理论为基
础，研究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护理和科学管理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二、急救护理学的发展史急救护理学是伴随着急诊医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它的起源要追溯到19世纪中叶，国际护理事业的先驱者南丁格尔年代。
1854～1856年，克里米亚发生战争时期，前线医院里战伤的英国士兵的病死率高达42%以上，南丁格
尔率领38名护士前往战地救护伤员，使死亡率下降到2%。
这一医学急救护理功绩充分说明了有效的抢救和急救护理技术对伤病员的救护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欧发生了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患者因伴有呼吸肌麻痹，不能自主呼吸，而辅以
“铁肺”治疗，配合一些特殊的护理技术，效果明显，堪称世界上最早用于监护呼吸衰竭患者的“监
护病房”。
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仪器的发展，急救护理技术进入了有抢救设备的新阶段。
心电监护仪、除颤仪、呼吸机、血液透析机的应用，使急救护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到了60年代后期，现代监护仪器设备的集中使用，促进了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建立。
70年代中期，国际红十字会在德国召开的一次医学会议上，提出了急救事业国际化、国际互助和标准
化的方针，要求急救车装备必要的仪器，国际间统一紧急呼救电话及交流急救经验等。
70年代后期，国际上正式承认急诊医学为独立的医学学科，随之，急救护理学也成为了护理学中的一
门重要学科。
我国急救护理事业也经历了从简单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
在早期只是将危重患者集中在靠近护士站的病房或急救室，以便于护士的密切观察与护理。
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心脏监护病房。
80年代，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正式成立了急救中心，各医院也先后成立了急诊科和ICU，我国急救
护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此后教育部将急救护理学确立为护理专业的必修课程。
中华护理学会及护理教育中心等学术团体相继举办各种有关急救护理新理论、新技术和重症监护学习
班，并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的急诊急救和重症监护学术会议，为开展我国急救护理工作及各级急救护
理教育培训了大量人才，对培养临床护理工作者的急救意识、急救技术、应急应变能力起到了重要作
用。
9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了急救医疗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健全，急救网络逐步形成，全民急救意识普遍提高。
急救医学在美国的发展美国是急救医学的发源地。
美国急救体制最初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汽车占有量非常大，这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交通事故增多。
有识之士通过对美国几次大规模战争中伤兵病死率统计，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有效的抢救系统在抢救
伤员、降低伤兵病死率方面有重要作用。
经过分析，人们认为，应将战时经验用到平时，建立有效的抢救体系在抢救急危重症患者中是非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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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1966年美国颁发了《公路安全法案》，1968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急救医疗服务体系，1972年美国医
学会正式承认急救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2节 急救护理学的范畴、任务及学习方法一、急救护理学的范畴随着急救医学的发展和仪器设备的
不断更新，急救护理学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院前急救院前急救是指急、危、重症伤病员进入医院前的医疗救护。
主要包括现场急救和途中监护两大任务。
及时有效的院前急救，能最大程度地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再损伤、减少致残率、减轻患者痛苦，为
医院进一步诊治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非医务人员和专业医务人员的救护相结合，应大力开展急救知识和初步急救技术的普及宣传
，以培养目击者的急救意识和技术，使目击者能首先对伤病员进行必要的初步急救，为抢救伤病员生
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二）急诊科救护急诊科救护是指院内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接诊各类急、危、重症患者，对其进行抢救
治疗和护理的过程，体现医护人员“时间就是生命”的观念，争分夺秒，团结合作的精神。
根据病情需要，对患者作出转院、留院观察、收住专科病房或ICU进一步救治的决定。
急诊科处于医院医疗的第一线，承担昼夜不间断的各类伤病员的急诊和紧急救治。
除具备急诊独立单元设施和合格的急诊急救装备外，还应具有足够、固定的编制及高素质的医护人员
，以提高急诊抢救的水平及应急、应变能力。
（三）危重症救护危重症救护是指受过专门培训的医护人员在备有先进监护设备和救治设备的重症监
护病房（ICU），接收由急诊科和院内有关科室转来的危重患者，对多种严重疾病或创伤及复杂并发
症等进行全面监护和治疗。
主要研究范围有危重患者的监护与治疗，人员、设备的配备与管理，ICU的监护技术。
（四）灾难救护灾难救护是指对自然灾难（如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和人为灾难（如交通事
故、化学中毒、放射性污染等）所造成的人员伤害迅速有效地进行救治。
突发性的人员伤亡是许多灾难性事件的共同特征，在平时必须做好各种应急准备，一旦灾难发生，应
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紧急救护应做好下列工作：寻找伤员，现场救护；检伤分类，酌情处理；监护运送，疏散伤员。
（五）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研究如何建立高质量、高效率的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建设和完善
城市及乡村紧急呼救网络设施，不断研究如何充实和完善已建立的紧急呼救网络设施。
（六）急救护理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急救护理学发展的根本。
首先要组织现有的护理人员学习急救护理学，有条件的城市应有计划地组织急救医学讲座、急救护理
技术培训等专业学术活动，提高急救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为了适应急救医学发展和社会需要，必须加强急救护理学研究和信息交流工作，使急救护理学教学、
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促进人才培养，提高学术水平。
考点提示：急救护理学的范畴二、急救护理学的任务1.研究各类急性病、急性创伤及危重患者的抢救
与护理。
2.研究灾难性事故的救护。
3.研究急救护理学的理论和应用，进行急救护理课题研究。
4.研究因地制宜的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管理方法。
5.普及公众急救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三、急救护理学的学习方法（一）联系基础护理学及各专科护理学的知识急诊患者疾病谱广泛、病种
复杂，会涉及各专科疾病的护理知识及技能，学会联系基础护理学与各专科护理学的知识，并融会贯
通，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灵活应用。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急救护理学，一定要自觉地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不但要求认真学习理论知识，还要求接领导下，实施急救的专业组织。
城市应建立健全急救站或急救中心，各急救分站及医院急诊科（室），并与街道卫生院、社区服务中
心等基层卫生组织相结合，形成医疗急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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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承担现场急救、途中护送及医院急诊科抢救的工作。
（一）街道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等组织的主要任务1在急救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学习和掌握现场急
救的基本知识及技术操作。
2.负责所在地段的战伤救护、防火、防毒等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3.一旦出现急、危、重症患者或意外灾害事故时，在急救专业人员到达前，及时、正确地组织抢救，
开展现场自救、互救工作。
（二）急救中心（站）的主要任务1.在卫生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急救分站在中心急救站的领导下
，担负一定范围内的抢救任务。
2.负责对急、危、重症患者及意外灾害事故受伤人员的现场急救和途中救治。
3.在基层卫生组织和群众中普及急救知识的宣传工作。
4.接受上级领导指派的临时救护任务。
（三）医院急诊科（室）的任务1.承担急救站转送的急、危、重症患者的诊治、抢救和留院观察工作
。
2.有些城市的医院急诊科（室）同时承担院前急救的工作任务。
二、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管理（一）选择有效适用的组织形式1.以最快速度将患者送到合适的医院，
如排除交通堵塞、缩短急救半径等。
2.遇突发事件时，保证在统一调度下，医院有很强的接受急诊患者的能力。
3.合理调配医务人员，取得最佳效益，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急救设备的充分利用率。
（二）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1.配备灵敏的通信网络 现代化急救医疗服务通信联系，是急救医疗服务体
系的灵魂。
急救站、救护车与急诊科应配备无线通信设备，“120”专线电话应配有录音装置，有条件的大城市应
配有计算机和卫在示教室反复练习急救技术操作，认真总结经验，并且在参加临床实践的前提下，逐
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抢救中应付自如。
（三）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随着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许多新理论、新技术、新仪器设备、新的
药物不断地应用到急救中来。
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应该善于学习新知识，掌握新信息、新动态，才能满足临床急救护理工作的需求
，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反复学习，加强记忆急救工作讲求效率，必须突出“急”，做到“快”，不允许在患者生命垂
危时再去翻书，一些常用的数据、关键的知识要点应该反复学习、牢牢记住。
第3节 急救医疗服务体系急救医疗服务体系（EMSS）是由院前急救、院内急诊科诊治、重症监护病房
（ICU）救治和各专科的“生命绿色通道”为一体的急救网络。
院前急救负责现场急救和途中转运救护，急诊科和ICU负责院内救护。
各组成部分既有独立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又相互密切联系，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统一指挥的急救服
务体系。
它既适合平时的急救医疗工作，也适合大型灾难或意外事故的急救。
一个完整的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应具有完善的通信指挥系统、有效的现场救护、有监测和急救装置的运
输工具及高水平的医院急诊服务和强化治疗。
它把急救医疗措施迅速地送到事故现场的危重患者身边，经初步急救处理，再把患者安全地转运到医
院内做进一步救治，为抢救生命和改善预后争取了时间。
实践证明，急救医疗服务体系是最有效的、先进的急诊急救医学模式，在抢救伤病员的生命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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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凤梅、王海平主编的这本《急救护理技术(第2版)》从临床和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国内外最新相关资
料和编者丰富的临床和教学经验，强调从实际出发、以健康为中心的现代护理理念而进行编写。
全书共七章，重点介绍院前急救、急诊科的设置和管理、重症监护、心肺脑复苏，对常见意外伤害的
紧急救护及常用急救护理技术也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教材可供卫生职业教育护理、助产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临床及社区护理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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