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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护理概述



急救护理是指在突发疾病或意外伤害发生时，由专业急救人员迅速、准确地实施现场紧急救护，以

挽救患者生命、减轻痛苦、防止并发症和残疾发生的护理行为。

急救护理是医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降低残疾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急救护理还能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提升整体治疗效果。

定义

重要性

急救护理定义与重要性



早期的急救护理主要关注简单的伤口处理和基本的生命支持，缺乏
系统性和专业性。

早期急救护理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急救护理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涵
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包括现场救护、转运途中的监护与治疗等。

现代急救护理

急救护理将更加注重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高救护效率和准
确性，同时加强与其他医疗团队的协作，形成更完善的急救体系。

未来发展趋势

急救护理发展历程



核心任务
急救护理的核心任务包括快速评估患者病情、实施有

效的初步急救处理、确保患者安全转运以及为后续治

疗提供详细的信息支持。

目标
急救护理的目标是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生命，减轻患

者痛苦，防止病情恶化，降低残疾率。同时，急救护

理还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急救知识的认知度，提升社会

整体的急救能力。

急救护理核心任务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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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护理临床思维培养



临床思维是指医护人员在面对患者时，运用医学知识、临床

经验和人文关怀，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处理的

能力。

定义

临床思维对于提高急救护理质量、保障患者安全、提升医护

人员专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帮助医护人员迅速准确

地评估病情，制定有效的急救措施，从而提高抢救成功率。

意义

临床思维定义及意义



病情评估01

在急救护理中，临床思维首先应用于患者病情的快速评估。医护人员需

要运用专业知识，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和病史，迅速判断病情严重程度

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急救处理02

针对评估结果，医护人员需迅速制定急救处理方案。这要求他们具备灵

活的临床思维，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

效的救治。

病情观察与记录03

在急救过程中，医护人员还需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并准确记录相关

数据。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确保患者安全度过危险期。

急救护理中临床思维应用



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培养临床

思维的前提。医护人员应不

断学习急救护理相关知识，

更新观念，提高理论水平。

加强理论学习

实践经验对于培养临床思维

至关重要。医护人员应积极

参与急救工作，不断积累经

验，提升应对复杂病情的能

力。

积累临床经验

急救工作往往需要多学科、

多专业的团队协作。医护人

员应学会与团队成员有效沟

通，共同制定救治方案，从

而提高整体救治效果。

注重团队协作与
沟通

在每次急救任务完成后，医

护人员应进行反思与总结，

分析自己在临床思维方面的

不足，并针对性地进行改进。

这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工

作中更加成熟自信地运用临

床思维。

反思与总结

培养急救护理临床思维策略



03

急救现场初步处置与评估



1

2

3

急救人员需首先判断现场的安全性，包括环境是

否稳定、是否存在危险源等，以确保自身和患者

的安全。

确定现场安全性

了解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助于急救人员更

好地应对现场状况，并作出正确的处置决策。

分析事故原因

急救人员需快速评估现场可利用的资源，如急救

设备、药品、人力等，以便合理调配和使用。

评估现场资源

现场安全与环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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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观察与记录

在急救过程中，急救人员需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并及时

记录相关信息，为后续治疗提供依据。

01

初步评估

急救人员需对患者进行全面而迅速的初步评估，包括意识状态、

呼吸、循环等方面，以确定患者的紧急状况。

02

分类处理原则

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急救人员需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患者

进行分类处理，确保危重患者得到优先救治。

患者初步评估及分类处理原则



对于心跳骤停的患者，急救人员需立

即进行心肺复苏操作，以维持患者生

命。

心肺复苏

对于出血部位，急救人员需采取适当

的止血措施，并进行包扎，以防止感

染。

止血与包扎

对于疼痛剧烈或骨折的患者，急救人

员需给予疼痛缓解药物，并采取适当

的固定措施，以避免二次损伤。

疼痛缓解与固定

对于呼吸困难或窒息的患者，急救人

员需迅速清理呼吸道，并给予氧气吸

入等辅助治疗。

呼吸道管理

常见急症初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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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操作技术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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