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J=D(GO)

N

=/:;*FJ

P

KGL)FL)

*

3

;/K)R)D=(GO)L=::FJ

P

$

T

%

1

.:TV)L

N

GJXJG(XFJ)$)K

!

+<<5

!

'52

'

2

(*

?,+&???1

$

+

%

6G$FJD;H

!

\)J

3

F$

!

V)

33

)*()$

!

)(F/1.*RG)(

P

F*KK)&

N

J)LLG;*G*Xj#6

N

F(G)*(L

*

AQ)J;/)L;M

3

)*K)JF*KKGL&

)FL)L)O)JG(

P

$

T

%

1V)L

N

GJ$)K

!

+<<2

!

'<<

'

'<

(*

'525&'55-1

$

,

%

AG/K)*\#

!

A;//)"̂

!

6JFDQ44

!

)(F/1j=(&;M&Q;L

N

G(F/K)F(Q

*

.KOF*D)DFJ)

N

/F**G*

3

!

K)D)K)*(L

P

:

N

(;:L

!

F*KDFJ)

3

GO)J

0=JK)*

$

T

%

1T.:!)JGF(J";D

!

+<<-

!

?+

'

-

(*

?,+&?,81

$

-

%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
1

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5

年修订版($

T

%

1

中华内科杂

志!

+<<5

!

,<

'

,

(*

+?-&+2'1

$

?

% 张明园
1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

$

%

1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88,

*

,-&,%1

$

2

%

WFJG("C

!

jJJ7Y

!

WFJG(T$1AQ)QGKK)*OGD(G:L;M./[Q)&

G:)J]LKGL)FL)

*

HF:G/G)=*K)JL(J)LL

$

$

%

17)SI;JZ

*

e*G&

O)JLG(

P

#J)LL

!

'8%?

*

''?&'+'

$

5

% 王烈!杨小!侯哲!等
1

护理者负担量表中文版的应用与

评价$

T

%

1

中国公共卫生!

+<<2

!

++

'

%

(*

85<&85+1

$

%

%

I;QF**)L.$

!

V;;:GT

!

@F/KSG*VX

!

)(F/16)

N

J)LLG;*G*

)/K)J/

P

;=(

N

F(G)*(LSG(QKGLF0/G*

3

DQJ;*GD;0L(J=D(GO)

N

=/&

:;*FJ

P

KGL)FL)

$

T

%

1.

3

).

3

)G*

3

!

'88%

!

+5

'

+

(*

'??&'2<1

$

8

%

#G*(;V.

!

C;/F*KF$.

!

$)K)GJ;L$$

!

)(F/1.LL)LL:)*(

;M(Q)0=JK)*;MDFJ)

3

GOG*

3

M;J

N

F(G)*(LSG(QDQJ;*GD;0&

L(J=D(GO)

N

=/:;*FJ

P

KGL)FL)

$

T

%

1V)L

N

GJ $)K

!

+<<5

!

'<'

'

''

(*

+-<+&+-<%1

$

'<

%顾晓云!江娟!张卫华
1

恶性肿瘤患者主要照顾者心理状

况分析$

T

%

1

南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5

!

+5

'

-

(*

+?8&+2'1

$

''

%焦亚辉!周郁秋!王丽娜!等
1

内蒙农牧区精神分裂症患者

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健康现况调查分析$

T

%

1

中国实用护理

杂志!

+<',

!

+8

'

'%

(*

5&'<1

'收稿日期*

+<'-&'<&<5

!

修回日期*

+<'?&<+&',

(

!临床护理!

!!

K;G

*

'<1,828

&

_

1GLL*1'25'&%,-%1+<'?1'21<?-

急诊重症监护室危重患者护理技术安全措施的探讨$

王文琴!闫
!

萍%

!廖
!

云

"贵州省人民医院急诊科!贵阳
??<<<+

#

!!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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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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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

'2&++8%&<,

!!

护理安全管理是临床医疗安全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它是为实现安全目标而进行的决

策#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护理安全管理是护理质量的核心!

提高护士护理安全与风险防范意识!消除安全隐患"由于急诊

重症监护室'

):)J

3

)*D

P

G*()*LGO)DFJ)=*G(

!

UBXe

(的特殊性!

常收治循环呼吸骤停#心肺功能衰竭#严重创伤#急性中毒#严

重休克#深度昏迷等急#危重症患者"

UBXe

护士的专业素养

与
UBXe

护理技术安全措施息息相关!面对不同病情的患者及

复杂的治疗!护理技术要求高!护理难度大!护士必须及时#迅

速#规范地配合抢救护理危重患者!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持续审

查和更新护理安全技术是成功实现有效安全管理的最佳保障!

如何加强危重患者护理安全目标管理已成为现代护理管理者

研究关注的热点!本院急诊科医护一体化临床护理质量改善项

目运用现代安全管理方法和手段从技术上!组织上和管理上采

取有效的安全措施!解决和清除各种不安全因素"取得满意效

果!现将本院
UBXe

医护一体化临床护理质量改善项目的体会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UBXe

收

治患者
2'-

例!男
,%+

例!女
+,+

例!其中心#肺#肾衰竭
%<

例!

脑血管意外
%-

例!意识障碍原因
-%

例!消化道大出血
%<

例!

急性中毒
-,

例!心肺复苏术
++

例!重症肺炎
,8

例!各种心脏

病
''2

例!多处骨折
5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

例!低钾周麻
?

例!其他
%?

例"中心静脉置管
+'%

例!机械通气呼吸机插管

'+%

例!导尿管插管
'8+

例"

>1?

!

方法

>1?1>

!

成立实施标准化措施的组织结构
!

由科主任及片区总

护士长医护一体化危重患者整体护理安全综合目标管理项目

组组成"科主任负责项目的进度#协调#统筹!总护士长负责协

调项目护理方面的工作"通过大量查阅文献#基线调研#对收

集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拟定了本院标准化危重患者护理

技术安全质量综合目标管理措施!

#6X.

循环!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

>1?1?

!

制订危重患者护理技术安全质量目标管理措施
!

'

'

(

正确配置安全#有效#便捷#足够的非接触性洗手设施和手部消

毒装置及速干手消毒剂)'

+

(定期开展手卫生培训!提高医务人

员手卫生依从性)'

,

(医务人员直接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

后#穿脱隔离衣前后!脱手套之后!进行无菌操作!接触清洁#无

菌物品之前!处理药物或配餐前!接触患者体液#伤口敷料#血

液#排泄物和分泌物等之后!从接触该患者污染部位到再接触

清洁部位时!接触患者黏膜#破损皮肤或伤口等前后洗手)'

-

(

医务人员在直接为传染病患者进行检查#治疗和护理或处理传

染患者污物之后!应进行洗手与卫生消毒"

>1?1!

!

提高危重症患者转运技术的安全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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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5'E

的危重患者在转运过程中发生轻微至严重的并发

症"安全转运对降低危重患者的伤残及意外发生率有着积极

意义$

'

%

"'

'

(评估转运的必要性#潜在风险及病情是否稳定!维

持心肺功能稳定)'

+

(在转运前!一定要告诉患者及家属转运的

目的#注意事项和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

(确定转运设备及抢救

药品!如呼吸机#监护仪#呼吸囊#输液泵#储氧瓶#负压吸引器

及急救药箱等处于功能备用状态)'

-

(承担转运的医务人员应

受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确保患者在转运途中出现病情加重

时能得到及时救治)'

?

(确定转入科室是否做好迎接准备)转运

护士与接收护士共同进行床旁交接班)'

2

(特殊传染性疾病患

者转运时!除遵守上述原则外!还必须遵守传染病的相关法规

及原则"

>1?1@

!

提高使用呼吸机危重患者抬高床头大于或等于
,<l

安

全实施目标
!

据研究发现!床头抬高
,<l

!

-?l

的患者确诊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

\.#

(的占
?E

!而床头平放患者确诊
\.#

的

占
+,E

!抬高床头后
\.#

发生率明显降低$

+

%

"项目组规范制

订标准*将患者床头抬高
,<l

!

-<l

!并自制床头抬高指示牌!为

抬高床头大于或等于
,<l

安全实施目标提供准确依据"排除

标准*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急性脑部创伤#急性胸腰脊椎损伤及

急性不稳定的骨盆骨折等"

>1?1A

!

危重患者约束技术的安全目标
!

首先评估患者病情#

自理能力#关节活动情况#需要约束部位皮肤和四肢循环状况!

选择适宜的约束工具及方法)注意约束带下垫衬垫!松紧以能

伸进
'

个手指为宜)保持患者肢体关节处于功能位!患者被约

束期间应至少
+Q

解除约束带
'

次!每隔
'?:G*

观察约束带的

松紧!观察约束部位皮肤的颜色和血液循环情况"

>1?1J

!

人工气道内患者吸引技术的安全性措施
!

'

'

(评估患

者病情#意识#生命体征#自理能力#合作程度#肺部听诊有湿

音#气道压力升高#动脉血氧分压及血氧饱和度下降等指征!立

即吸痰"吸痰后肺部听诊!判断是否吸净!如未吸净待血氧饱

和度回升后再吸"'

+

(如果在吸痰前常规向气道滴入生理盐

水!在重复进行吸痰动作时有可能将细菌带入气道深处!造成

细菌在深处气道繁殖!导致医院获得性肺炎$

,

%

"人工气道内滴

湿化液不常规使用"'

,

(吸痰要注意选择适宜的吸痰管#调节

负压吸引力#掌握吸痰的时机#吸痰的技巧#吸痰时将吸痰管自

深部向上提拉!左右旋转吸尽痰液$

-

%

!注意每次吸痰时间不超

过
'?L

"'

-

(吸痰时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注意观察患者反应#面

色#血氧饱和度#心率#心律#呼吸#血压的变化!观察吸出痰液

的色#质#量并记录"吸痰不能维持正常的机械通气!易出现吸

痰后低氧血症!使气道压力增高!不利于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

定!提示护士要掌握吸痰适应证!避免吸痰操作对机械性通气

患者治疗条件的干预以及并发症的发生$

?

%

"'

?

(

UBXe

多使用

密闭式吸痰管!密闭式吸引对呼吸和循环影响较小!可减少吸

引过程中肺容量的损失和环境的污染"保护了医护工作者!减

少了交叉感染的概率$

2

%

"

>1?1K

!

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护理技术安全措施

!

国内报道气管切开患者肺炎的发生率随导管留置时间的延

长而增加!留置气管导管超过
'<K

的患者在监测和救治设备

完善条件下!肺部感染率达
%81?E

$

5

%

"需严格无菌技术及无

菌操作规程!预防各环节的感染"接触!置管!更换中心静脉导

管前#后均要洗手或手消毒后戴手套)用碘伏对插管部位进行

消毒"用
5<E

的乙醇或聚维酮碘消毒接口"方法*需稍用力

擦拭!有一定的停留时间'默数
'<

下()尽量使用无菌#透气性

好的敷料覆盖穿刺点!无菌纱布敷料至少每
+

天更换
'

次)如

果覆盖膜变湿#松动要及时更换)高热#出汗及穿刺点有明显出

血或者渗出的患者!及时更换无菌敷料)可疑血管内导管感染

时!应立即拔管!遵医嘱给予抽取血培养等处理并记录"

>1?1O

!

危重患者管道技术安全措施
!

气道管理是降低肺部感

染率!保持呼吸道通畅!维持肺泡适当通气!氧合作用及气体交

换功能的关键!而排痰是气道管理中最基本的常规护理干预措

施$

%

%

"医务人员需告知患者及家属留置各种管道的目的#作用

和维护方法)在醒目的位置注明管道的名称!各种管道标识清

晰!固定良好!注意管道无打折弯曲"对烦躁患者进行有效约

束!防止意外拔管"对极度烦躁的患者遵医嘱作好镇静处理)

护士加强巡视!注意各种管道的接头连接是否紧密!保持管道

通畅!并且每班有记录"

>1?1P

!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的安全性临床技术措施
!

'

'

(护士

应掌握药物的药理作用#用法#用量#不良反应及禁忌)严格按

照血管活性药物配制及使用的注意事项应用药物!降低血管活

性药物的使用风险)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时!应注意控制静脉输

液的流速与速度!注意多巴酚丁胺不能与碱性药物混用!以免

降低药物活性"'

+

(密切监测心率#心律#血压及血液动力学变

化"如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报告医生!遵医嘱停药"'

,

(高浓

度的血管活性药物禁止从外周静脉输入!防止发生药液外渗"

建议采用卧位静脉给药!防止发生体位性低血压"

>1?1>Q

!

预防与降低危重患者跌倒发生率的安全措施
!

'

'

(作

好危重症患者跌倒风险评估!告知患者及家属防跌倒注意事

项"'

+

(设置防跌倒安全警示标识#语言提醒#床挡#走廊扶手

等"病区地面#卫生间等采用防滑地板!并注意保持整洁#干

燥)室内物品应放置稳固!移开暂时不需要的器械!减少障碍

物)对昏迷#意识不清及躁动不安患者!应根据患者情况使用床

挡或其他保护器具加以保护"'

,

(常用物品放于容易获取处!

通道和楼梯等进出口处应避免堆放杂物!防止磕碰#撞伤及跌

倒"'

-

(送患者到相关科室检查上轮椅#上平车#上床时都要确

定先锁好轮子!防止滑动"'

?

(教育患者改变体位时如有头昏#

眩晕等症状!或腹泻#尿频!或灌肠#拔尿管后需要便器时!要请

求护士的帮助"

>1?1>>

!

执行危重症监护单的使用质量安全措施
!

符合卫生

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记录内容做到及时#表述准确#

真实#完整)字迹工整#清晰!文理通顺!应用医学术语!突出专

科的专业特点#重点突出#客观反映患者的病情动态变化#抢

救#治疗#及护理要点!并记录签名"抢救患者未能及时完成记

录时护士应在抢救患者后
2Q

内据实补记!记录时间应具体到

分钟"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本组病例死亡
?5

例!占
81+%E

"

\.#

#压疮#导管相关性

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尿路感染#非计划性拔管及给药错误等

发生率指标均低于标准措施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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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标准实施前后护理技术安全质量指标比较"

%

%

E

(#

项目
% \.#

'

E

( 压疮'

E

(

导管相关性

血流感染'

q

(

非计划拔

管率'

E

(

导尿管相关性

尿路感染'

E

(

给药错误

'

q

(

实施前
+-% +'

'

%1-5

(

8

'

,12,

(

-

'

'12'

((

5

'

+1%+

(

'?

'

21<?

(

,

'

'1+'

(

实施后
,22 8

'

+1-2

(

+

'

<1??

(

< '

'

<1+5

(

2

'

'12-

(

<

= ''1-8 518% ?18- 51-5 %15< -1-?

" <1<<' <1<<? <1<'? <1<<2 <1<<, <1<,?

!

!

讨
!!

论

!1>

!

身体约束是为了避免患者发生意外!在使用过程中!可能

会带来很多负性结果"而我国尚缺乏能够为临床约束护理决

策提供有力依据的身体约束使用规范!不利于降低患者伤害的

发生$

8

%

"因此!不仅要继续改进身体约束装置的实际情况与使

用方法!还要在临床护理操作中综合使用各种方法!降低身体

约束使用率!在避免意外发生的同时减少由身体约束给患者造

成的伤害"

!1?

!

使用密闭式吸痰管重在减少缺氧而非防控
\.#

!

+<<,

年美国呼吸治疗协会推荐将密闭吸痰技术作为防范
\.#

的

措施之一"但是
T;*

3

)J

等对接受密闭式吸痰技术和开放吸痰

技术的器械通气患者的试验进行
$)(F

分析!入选了
'?

个实

验!结果在
\.#

的发生率上没有发现显著差异"因此!是否

应用密闭式吸痰!关注点并非在预防感染上!而是用密闭式吸

痰技术可以明显减少低氧血症以及缩短各生理指标恢复到吸

痰前水平所需要的时间$

'<

%

!增加患者的安全性"

!1!

!

为了降低
UBXe

护理不安全事件产生的危害!引发本项

目组进行探讨及改善!并提出预防应对策略!急诊科医护一体

化项目组!通过查阅文献!收集整理大量临床资料!全面总结和

分析危重症患者护理不安全因素!针对临床护理工作中不安全

护理技术问题提出对策!根据省情#院情拟定本院规范化危重

患者整体护理安全综合目标措施!培训全科医务人员!医护一

体化全程参与模式!指引医务人员正确执行危重患者护理技术

安全措施!使
UBXe

危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有利于提

高护理安全质量!降低并发症!确保医疗安全"本院将运用

#6X.

循环!推动本院
UBXe

的发展!在急诊急救一系列复杂

有序的应对过程中!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熟练的急救技能!敏捷

迅速的反应能力!拟定完善本院各种急救预案!以挽救患者生

命!提高抢救成功率!减少致残率!提高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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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5+

例!女性组有
5<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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