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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目的是:在新的护理模式要求下，护理人员怎样对急诊病人作出快速、准确的判断，予以有效
的抢救，从而提高抢救成功率，改善预后，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面对急危重症患者，能否及时无误地作出诊断和救护，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危和抢救的成败。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阐述，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的资料，以解决
实际工作中最常见的问题为出发点，着重介绍了急诊科的设置，重症监护，常见急危重症的病情评估
、处理原则和护理措施，对常用的急救技术也作了详细的介绍，在突出现场急救与护理方面更具特色
。
本书实用性强，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图文并茂，突出重点，化解难点，故既可以作为护生的教材，
也可以作为护士临床护理工作的参考资料，还可以作为新护士岗前培训教材及护士继续教育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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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法德模式即把“医院带到患者家中”，其具体程序是急救士、全科医生、麻醉师、
急诊急救护士及其他专业医生到某一地点（社区、家、公共场所）对患者实施急救治疗及护理，而多
数患者要求的是止痛、救生与特殊医疗服务。
采取这种急诊急救医护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挪威、波兰、
葡萄牙、俄罗斯、瑞士、瑞典等。
以上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究竟采取哪种模式更好、更科学，目前仍无定论。
经过2000年国际急诊医学学术会议大讨论，数百名急诊医学权威倾向于实行多元化立体网络宏观控制
模式，因而，开创了一种适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急诊医学多元化、网络化、科学规范化的
急诊医护模式。
我国根据国际急救医学的发展趋势，不断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创立适合
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急救医学模式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方向，新的发展模式要求：①队伍专业化；②装
备现代化；③技术规范标准化；④管理高度科学制度化；⑤信息高度网络化；⑥急诊急救治疗、监护
与护理程序高度整体序贯化；⑦急救高度普及化；⑧城市、乡、村、社区高度协作网络化；⑨边缘学
科科研高水平高含量化；⑩完全自主国际化。
此外，在建设急救机构和网络的同时，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建设也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它们的
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急救医疗机构建设的规范化；有利于全国急救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急救人员
依法行医，并给予参与急救的各类人员（特别是经过培训的非医护人员）适当的法律保护；也有利于
人民群众有效地利用急救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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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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