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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教育部“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教职成司函〔2004〕13号）的精神编
写而成。
　　全书包括急救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临床常见急症三个部分。
内容以医学相关类专业的职业岗位“必需、够用”为度，重点突出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注意
引进先进的急救医学理念和技术。
教材中采用大量的图表和案例分析，每章末附有与执业资格考试要求一致的复习思考题，有利于教学
双方达成教学目标。
　　本教材的适用对象是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医学和医学相关类专业的学生，也适用于各级医疗卫生
单位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临床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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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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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章 急救问题的紧急评估与处理要点提示急救问题的紧急评估是开展急救工作的第
一步。
在收集病史资料时，如果情况危及生命或病人极度痛苦，应首先进行简单查体并及时开始抢救，遵循
迅速、清楚、细致、全面的原则。
体格检查分快速初步评估、全面检查与评估、最后检查与再评估三步进行。
急救处理的原则:判明是否有危及生命的急救问题，立即稳定危及生命的情况，优先处理最为严重的急
救问题，力求资料完整而全面。
急诊用药要求目的明确，途径恰当，注意个体化和远期效果。
急救处方必须按规范要求进行书写。
急救问题紧急评估是开展急救工作的第一步。
急救应以医务人员对急症伤病者进行急救问题紧急评估的结论为依据，其结论的准确性与及时性直接
关系到急救措施的选择是否恰当和急救能否成功。
一、急救问题的紧急评估急救问题的紧急评估包括病史资料的收集、体格检查和评估三个环节。
1.病史资料的收集急救病人的资料收集方法和要求与一般情况下的病史采集基本相同，但由于急重症
病人的病情常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危重性、双向转化性以及处理矛盾性等临床特点，因而急救病人
的资料收集应遵循迅速、清楚、细致、全面的原则。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病人极度痛苦甚至情况危及生命，病史采集则可能简要或者暂
不进行，应首先进行简单查体并立即开始抢救。
(2)在首次接触病人时，应当向病人介绍自己的身份，以取得伤病员及相关人员的信任和配合。
询问时应尽量避免用医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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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急救医学基础(护理、药学和医学相关类专业用)》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卫生职
业学校教学改革实验用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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