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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为医疗机构和相关人员提供关于重症患者转运的最新建议和操作流

程，以确保患者安全、高效地进行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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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患者转运的重要性

挽救生命

及时转运可将患者送往具备更高

医疗水平的医院，提供更专业的

治疗，提高生存率。

改善预后

转运可为患者获得更先进的技术

和治疗方案，减轻病情恶化风险

，改善长期预后。

减轻痛苦

对于无法满足其医疗需求的患者

，转运可为其提供更舒适和人性

化的照护，减轻痛苦。

优化资源

转运可将资源集中到更专业的医

疗机构，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转运体系组成及规划

1转运团队

转运团队是核心，包括医护人员、司机、协调员等，负责患者安

全、稳定和信息沟通。

2 转运车辆

应配备专业的救护车，具备急救设备，满足患者转运需求，确保

舒适安全。
3信息系统

建立信息平台，实时跟踪患者转运状态，提高效率和安全性，便

于管理和优化。
4 转运流程

制定标准化流程，包括患者评估、方案制定、准备工作、转运过

程、接收处理等，确保规范有序。
5物资保障

准备充足的急救设备、药品、耗材等，满足转运过程中患者的紧

急需求。
6 管理协调

建立联动机制，与源头医院、目的地医院、相关部门等协调沟通

，确保顺畅转运。



转运标准与流程制定

明确转运目的

根据患者病情和转运需求，明确转运的目的和目标，例如缓解症状、接受特殊治疗等。

制定转运标准

包括转运适应症和禁忌症、患者评估指标、转运方案等，以确保转运安全和有效性。

制定转运流程

包括转运前的准备、转运中的管理、转运后的评估等环节，确保各个环节衔接顺畅。

评估与调整

根据实际情况，对转运标准和流程进行定期评估和调整，不断优化转运流程，提高转运效率。



转运团队的职责与要求

专业技能

拥有丰富的重症患者转运经验

，熟练掌握相关的技术和操作

流程。

流程管理

严格遵守转运标准和流程，确

保安全、有效地进行患者转运

。

团队协作

成员之间密切配合，确保信息

的及时传递和指令的准确执行

。

设备操作

熟练掌握各种转运设备的操作

和维护，确保设备的安全可靠

。



患者评估与分级

转运前，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病情严重程度、生理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因素等。

基于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危重症、重症、一般情况、轻症等。

分级有助于确定转运的优先级，制定合理的转运方案，并分配相应的医疗资源。



转运模式与方案选择

陆地转运

陆地转运是重症患者转运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包括救护车转运、

医疗专车转运等。陆地转运的特点是灵活性高、覆盖范围广，但

受路况影响较大，转运时间较长。

空中转运

空中转运适用于病情危重、时间紧迫的患者，能够缩短转运时间

，提高救治效率。空中转运通常采用直升机或固定翼飞机，需考

虑天气因素和降落地点选择。



转运前的准备工作

1
评估患者病情

确定转运风险

2
准备转运设备

确保设备完好

3
通知目的地医院

协调接收准备

4
告知患者家属

解释转运必要性

转运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可以有效降低转运风险，保障患者安全。



转运途中的管理措施

1 1. 患者生命体征监测

实时监测患者心率、血压、呼

吸、血氧饱和度等，及时发现

异常，进行处理。

2 2. 药物管理

合理用药，严格执行医嘱，确

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

3 3. 舒适度管理

保持患者舒适的体位，注意保

温，减少患者的焦虑和恐惧。

4 4. 信息传递

及时将患者的病情、治疗方案

等信息传递给接收医院，确保

患者顺利转运。



目的地医院的接收与应对

目的地医院需要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及时有效地接收重症患者。

1

患者信息传递

提前传递患者病情，以便医院做好准备。

2
医护人员准备

协调医护人员，确保及时到位，提供必要的人力支持。

3
设备准备

准备好必要医疗设备，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

建立完善的接收流程，确保患者安全顺利地转运到目的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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