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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卫生部的领导和财政部的支持下，中华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和中华护理学会组织了50多个专科
分会的医学专家和学者编写出版了这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
这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热烈祝贺。
当前医学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理论、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涌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人口的老龄化，
疾病谱的变化为临床医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对临床医务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总结了我国医学专家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凝聚了我国老
、中、青三代医务人员的智慧，同时吸纳了循证医学证实了的医学科技进展。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的出版适应了当代发展的需求，将进一步指导和规范医务
人员的诊断、治疗、护理等业务工作行为，有章可循。
广大医务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执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临床诊疗指南》，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
这必将对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发挥重大的作用。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的出版发行也为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医疗服务的监管提供了
科学的依据。
编写《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
参加编写的专家来自全国各地，有已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专家，也有在医、教
、研领域担当重任的中年学者，还有冉冉升起的医学新星。
在编写过程中，专家们尽心尽责，严肃认真，保证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的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
我代表卫生部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中华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华护理学会和各位编写专家表示
衷心的感谢。
现代医学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循证医学成果推陈出新。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第一版难免存在不足。
中华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和中华护理学会要结合新成果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对第一版提出的不足之
处，对《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与《临床诊疗指南》定期修订，使其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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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编写的《临床诊疗指南·急诊医学分册》是一部权威性的急诊医学临床诊
疗指南书籍，是分会组织全国委员单位的专家通过近两年的编写和反复修改的作品。
此分册分为院前急救，灾难医学，急诊症状，复苏，呼吸系统急危重病，心血管系统急危重病，消化
系统急危重病，泌尿系统急危重病，血液系统急危重病，肿瘤急危重病，中枢神经系统急危重病，代
谢内分泌急危重病，皮肤、五官急危重病，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失调，感染性疾病，理化因素、意
外伤害，休克，创伤急救，妇科急诊，儿科急诊共20章。
每章又分成若干节，内容包括本学科及其相关疾病，分概述、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要点和处理
方法及注意事项等进行编写，既有学科发展概述内容，也有当前技术特点，对临床疾病的急诊诊断治
疗作了重点描述，其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对提高急诊医学临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供
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临床医师、护理人员及医疗行政管理人员等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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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院前急救第二章 灾难医学第三章 急诊症状第四章 复苏第五章 呼吸系统急危重病第六章 心血管
系统急危重病第七章 消化系统急危重病第八章 泌尿系统急危重病第九章 血液系统急危重病第十章 肿
瘤急危重病第十一章 中枢神经系统急危重病第十二章 代谢内分泌急危重病第十三章 皮肤、五官急危
重病第十四章 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失调第十五章 感染性疾病第十六章 理化因素、意外伤害第十七
章 休克第十八章 创伤急救第十九章 妇科急腹症第二十章 儿科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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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抢救护士主管心电、血压监测、输液、报生命体征（血压、呼吸、脉搏）。
6.记录护士记录生命体征、抢救过程、化验结果。
7.巡回护士供应抢救物品，配合各种操作。
8.化验技术员取血、尿等标本、查血型及取血、电解质、血气分析等。
9.放射科技术员拍X线片，需做CT者在医师陪伴下到CT室做胸、腹、头部CT检查。
10.血库人员保证供血。
11.保卫人员由保安担任，维持抢救现场秩序，阻止无关人员围观，保证伤员进人急诊室后在院内运行
的迅速安全。
（四）抢救设备心电除颤仪、监护仪、呼吸机、简易呼吸复苏器、直接喉镜、各种大小的气管内导管
、吸引器和胃肠减压器、中心静脉压监测装置、氧气源、深静脉穿刺装置、各种消毒急救手术包、各
种急救药品及用品和各种液体及急救血浆代用品、无影手术灯、手电筒，以及摄像机记录抢救过程。
（五）抢救场地医院急诊内、外抢救室，大批伤员可在急诊大厅。
（六）物资供应及保障平车、床、抢救物资、水、电等。
（七）辅助科室手术室、血库、CT室、化验室、B超室、X线室。
（八）支援临床科室脑外科、胸外科、骨科、普外科、烧伤整形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二线医师。
（九）通信及急诊呼叫系统1.院外呼叫系统事故地点与医院联络或120急救系统与医院急诊科联络。
2.院内呼叫系统急诊科与院医务部指挥协调部门联络以及各支持系统的联络：辅助科室、临床科室。
3.科内呼叫系统急诊科本科内的呼叫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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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诊疗指南:急诊医学分册》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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