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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护理学是研究各类急性病%急性创伤%慢性疾病

急性发作及危重患者的抢救与护理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用最短

的时间%最少的数据及最佳的技术来挽救病患生命和减轻病患

痛苦的艺术&

,

'

$也是危急患者基础生命体征与高级大脑%心脏

生命维护与支持系统&

05.

'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高新科技的

发展!医学教育理念不断更新!医学模拟教学应运而生!医学高

端模拟技术在国外医学教育领域中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

发达国家已被广泛使用&

%5I

'

$

我国引进现代医学模拟技术始于
0++.

年!目前全国已有

多家高等医学院校应用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

]47

#开展了医

学生教育实训方面的研究$为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本校引

进美国
"]$9

公司生产的代表目前最高端医学模拟培训技术

的
]47

$通过应用这种医学高端模拟技术!参考国外流行的

,简短理论讲授
d

分项技术练习
d

综合模拟演练
d

分析总结-

的培训模式!探讨其在护理专业学生急救技能实训教学中的应

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已完成护理学基础及部分临床护理专业

课学习!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
0++&

!

0++(

级
%

年制本科护理

专业学生
,++

名为研究对象!男
0+

名!女
&+

名!年龄
0+

!

00

岁!中位年龄
0,

岁$按随机数字表分成试验组
I+

名!对照组

I+

名$两组年龄%性别%护理学基础及部分临床护理专业课学

习课程及学时一致性检验"

!

"

+'+I

#$

?'@

!

方法
!

制订急诊护理理论与实训教学计划!两组学习内

容和学时安排相同!试验组利用
]47

进行急救技能实训授课!

对照组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所有实训课时结束后对学生进

行急救技能考核和综合能力评价$

?'@'?

!

试验组实训教学方法
!

"

,

#设置临床急救模拟场景)

"

0

#根据
]47

"

]475,++

美国
"]$9

生产#自带的软件系统选择

模拟临床急诊真实病例!如下壁心肌梗死%前壁心肌梗死%不稳

定型心绞痛伴心搏骤停%严重哮喘%哮喘伴气胸%脾破裂伴气

胸%硬膜下出血伴昏迷%充血性心衰伴肺水肿%肺炎伴细菌性休

克%胸部刺伤%有机磷中毒等)"

.

#采取,简短理论讲授
d

分项技

术练习
d

综合模拟演练
d

分析总结-的国际流行模式进行培

训!并轮流承担不同的任务!在不同角色扮演中培养团队合作

精神)"

%

#整个急救实训教学过程可全程实时录制$操作结束

后录像回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讲评%错误分析%小组讨论$

?'@'@

!

对照组实训教学方法
!

"

,

#配备普通模拟人及呼吸机%

自动除颤仪%多功能心电监护仪%洗胃机%电动吸引器%气管插

管用品%简易呼吸器%氧气瓶%输液用物%抢救药品%抢救车等设

备$"

0

#采用,讲授
d

单项技术练习-的传统教学模式$

?'@'!

!

效果评价指标&

/

'

!

急诊护理理论考试科目*院外急救%

重症监护%心肺脑复苏及休克%脏器功能衰竭%创伤护理%危重

症患者营养支持%救护技术$急诊护理技术操作考核科目*呼

吸机%自动除颤仪%洗胃机%电动吸引器%多功能心电监护仪的

使用!分诊与病情判断%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快速静脉通道建

立%给氧%危急重患者的搬运%出血患者的止血等$

?'@'A

!

考试考核评价方式
!

考试考核结果分优"

&I

!

,++

分#%良"

-I

!

&%

分#%及格"

/+

!

-%

分#%不及格"

/+

分以下#$

急诊护理理论考试按
,

!

,++

分计分!院外急救
,+)

%重症监

护
0+)

%心肺脑复苏及休克
0+)

%脏器功能衰竭
0+)

%创伤护

理
,+)

%危重症患者营养支持
,+)

%救护技术
,+)

$技术考

核组织
-

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护理专家为评委!通过录像!根

据每项操作的具体评价标准!按百分制给分!以平均分为最后

得分$综合考评!以理论与技术操作的优%良%及格%不及格合

计评价!合格率
*

"优
d

良
d

及格#

总数 e,++)

$

?'@'H

!

操作技术总体评价标准
!

优*动作娴熟敏捷!反应快!

技术操作准确!患者无任何不良反应!达到急救效果$良*动作

反应较快%技术操作基本准确!超出规定时间
IP

!患者稍有一

点不良反应!达到急救效果$及格*动作稍慢!技术操作有一处

差错!超出规定时间
,<E=

!患者稍有些不良反应!基本达到急

救效果$不及格*动作慢!操作有两处以上差错!患者有不良反

应!未达到急救效果$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G77,-'+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理论

考试与技术操作考核均以
,++

分计数!采用
Oh3

表示!方差齐

性检验后采用
7

检验$综合考评采用
0e'

格表
!

0 检验!以

!

%

+'+I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急危重症护理学理论考试结果
!

试验组护生在急危重症

护理学理论考试成绩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I

#!见表
,

$

@'@

!

技术操作测评

@'@'?

!

急救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

试验组护生使用呼吸机%洗

胃机%电动吸引器%自动除颤仪%多功能心电监护仪的能力优于

对照组!两组考核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I

#!见表
0

$

@'@'@

!

急救护理措施操作情况
!

试验组护生分诊与病情判

断%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快速静脉通道建立%给氧%急危重患者

的搬运%出血患者的止血的护理操作技能远远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I

#!见表
.

$

@'!

!

急危重症护理知识与技能综合考评结果
!

经过视频相机

信号的自动分析与专家考评结果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护

生考评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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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护理班学生急危重症护理学理论考试结果比较&

Oh3

)分'

组别
'

院外急救 重症监护 心肺脑复苏及休克 脏器功能衰竭 创伤护理 危重症患者营养支持 救护技术

试验组
I+ &'%.h,',. ,-',%h0'I. ,-'..h0'0I ,/'(Ih0'+I &'/0h,',, &'.-h,'+/ &'I-h,'0I

对照组
I+ -'(Ih,'+/ ,/'+0h0'0, ,/'0(h0'+& ,/'+&h0'+. &'+/h,'+& -'&%h,'+0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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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护理班学生掌握急救仪器设备使用方法比较&

Oh3

)分'

组别
'

呼吸机 洗胃机 电动吸引器 自动除颤仪 多功能心电监护仪

试验组
I+ &%'(0h,0'.% &/'+%h,,'&( &.'(Ih,+'-0 &I',/h,0'-I &.'I-h,0',0

对照组
I+ --'%0h,+'(, -/'%0h,+'(. -I'0&h,+',/ -/'&.h,,'/& --'.&h,,'/+

7 .'00+ %'0,0 %',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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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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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护理班学生急救护理措施操作技能比较&

Oh3

)分'

组别
'

分诊与病情判断 气管插管 心肺复苏 快速静脉通道建立 给氧 急危重患者的搬运 出血患者的止血

试验组
I+ &.',-h,,'I( &.'I0h,0'.% &%',/h,,'-I &-'0,h,,'/- &/'&0h,+'(I &%'-.h,,'&, &I'+%h,0'/.

对照组
I+ -%'%.h,+'/, --'0,h,,'%- --'&.h,+'-& &+'I+h,+'%( &+',%h,+'I0 -&'.-h,+'I%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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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护理班学生急危重症护理知识与技能综合

!!!!

考评结果比较

组别
'

优

&

'

"

)

#'

良

&

'

"

)

#'

及格

&

'

"

)

#'

不及格

&

'

"

)

#'

合格率

"

)

#

试验组
I+ ,&

"

./'++

#

0,

"

%0'++

#

&

"

,/'++

#

.

"

/'++

#

(%'++

对照组
I+ (

"

,&'++

#

,/

"

.0'++

#

,0

"

0%'++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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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急诊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护士具备扎实

的理论知识%娴熟的急救护理操作技能和快速的应急能力!能

在紧急情况下对患者实施准确%及时的救治措施!以提高抢救

成功率$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掌握常见急危重症的救护%

急救仪器设备的使用及灾害发生时所需要采取的护理活动&

-

'

$

护士面对急危重症患者时能否及时无误地做出判断和救护!直

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危和抢救的成功$为此!要求在教学中培养

学生熟练掌握常见急危重症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在紧

急情况下迅速评估%正确决策和果断实施的综合急救能力&

&

'

$

以往的传统实训教学虽然学生考试成绩良好!但当面对真正的

急救场合!学生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对患者进行急救!严重缺乏

对急救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

临床急危重患者病情多变!救治过程中需采用各种先进的

监护仪%生命支持装置!以最新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挽救生

命垂危的患者$因此!教学中要求培养的护生必须具有敏捷的

快速反应能力%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各种重症监护的技术操

作能力和多种现代化监测与治疗设备的应用能力!能够熟悉和

掌握常见危重症的治疗和护理方法&

(5,,

'

$而传统教学多采用

放录像或在实验中心模拟重症监护病房的方法!效果远远达不

到救护急危重患者的要求$自
]47

问世以来!急诊护理实训

教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由于
]47

模拟教学再现了急危重患者的临床救护环境!

形成,理论
a

模拟
a

实践
a

理论-的学习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

科学思维方法!并将理论%实践%行为医学%伦理学等知识融合

在一起!活跃了教学氛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0

'

!

]47

由

知识系统与智能计算机系统组成!用于临床医学计划制订%疾

病的诊断与治疗!急危重症患者的急救训练$其中知识系统由

病例推理%模型推理组成!智能计算机系统包括遗传算法%人工

神经网络%模糊逻辑等$它能提供结构化的学习机会!提高护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

$并能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

"

M7K

#监测急危重患者的病情与危及生命的关键问题&

,%

'

!在

患者生命垂危时会自动报警&

,I

'

$

]47

能预设临床急危重症病

例!配置的监护仪可动态显示模拟患者的
0/

种生理数据!如体

温%心率%呼吸%血压%心输出量%血氧饱和度%肺动脉压%中心静

脉压%潮气量%二氧化碳分压%氧分压等!直观生动地展现急救

现场与急救患者所表现的临床症状及病情变化!使急诊护理实

训教学成为临床实践的真实课堂$这种逼真地模拟临床救护

现场!可使学生能迅速判断急重症患者的病情!争分夺秒抢救

生命!充分体现了急诊护理学,急-%,危重-和,救-的特点!培养

了护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和救护决策能力$

本研究采用
]47

急救护理教学与传统急救护理教学比

较!通过中心监控室%多媒体教室%全方位一体化摄像机!采用

视频相机信号的自动分析!提供客观的统计数据反映学生急救

护理理论知识与技能!这样教师在培训结束后能提出宝贵建

议!并结合专家评分!给出每个护生的技能考核成绩!评价学生

,团队合作精神-$

本结果显示!采用
]47

急诊护理教学的试验组学生!在急

危重症护理学理论%急救仪器设备使用和急救护理措施操作的

综合考评均比传统实训教学的护生好!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重庆医学
0+,I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

%

+'+I

#$

]47

采用现代高科技!具有生理驱动功能!能模拟出多种

临床病例!创造一个全功能的急救模拟教学环境!它从基础生

命支持到高级生命支持!

]47

在设计上具有独特的连贯性与

全面性$学生可通过
]47

的培训功能!学会人工呼吸%胸外心

脏按压%静脉穿刺%气管切开%电除颤等多种临床急救必需技

能$在急救操作过程中!如果插管误入患者的食道!

]47

会自

动引起肺内氧血红素压积%心动过速%喉痉挛等患者保护性反

应!并模拟人自动产生肺换气不足!氧血红素降低!心动过速等

生理现象!有效解决了以往急救护理临床教学资源严重不足%

学生临床实践机会不全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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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腕带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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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病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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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是医院各项工作的核心!安全管理制度是
,%

项

护理核心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项&

,

'

$由于医院管理理念的进

步和患者自主意识的增强!患者安全问题已引起
M:T

及众多

国家医疗界的高度关注$

M:T

多次呼吁各成员国密切关注

患者安全!提出全球共同努力!开展保证患者安全的行动$我

国医院协会制定了患者十大安全目标!本院积极响应号召!采

取了一系列保证患者安全的措施$其中!本科自
0+,.

年
.

月

起!引进宝比公司生产的热敏打印腕带!联合摩托罗拉系统产

品耐用性
G3#5"4%+

移动数据终端!切实落实了患者安全目

标!现将其应用情况介绍如下$

?

!

腕带和
G3#

?'?

!

腕带的材质
!

宝比热敏打印腕带采用专业防过敏材质!

佩带舒适!能有效防止局部发生过敏反应$文字信息防水!防

乙醇!防腐蚀而不掉色$采用子母扣设计!打开即无效!能够防

止被调换或随意取下!确保识别的惟一性和安全性$

?'@

!

腕带的种类
!

腕带类型分成
.

种*蓝色为一般患者手腕

识别带)粉红色为高危压疮患者手腕识别带)黄色为高危跌倒

患者手腕识别带$

?'!

!

G3#

!

摩托罗拉
"4%+

移动数据终端功能全面%小巧便

携!在跌落%滚动%喷溅及用高强化学品持续消毒的情况下仍可

正常工作$它采用熟知的
#=CALEC

操作系统!护士容易掌握其

操作方法!医院培训简单$有独创小组呼叫功能!支持文字转

语音呼叫$

?'A

!

使用方法

?'A'?

!

打印腕带
!

患者入院时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

床号%住院号%科别%入院时间%科室电话及过敏史由医院信息

系统"

:97

#自动传输到腕带标识系统!再由护士核对患者信

息!根据评估情况!选择相应类型腕带并将其打印出来$

?'A'@

!

佩戴腕带
!

住院时首诊护士与患者或家属核对后亲自

将打印的腕带系在患者腕关节上方!松紧适宜$向患者或家属

I+/%

重庆医学
0+,I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