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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护理学》

内容概要

《急危重症护理学(第2版)》介绍了院前急救、急诊科及重症监护病房的管理和护理，对常用急救技术
、监测技术、复苏技术以及常见急危重症患者的护理进行了重点介绍。在急救技术和监测技术编写时
，强调操作前、中、后的护理重点。在编写急危重症患者护理时，以护理程序为框架，体现了“以人
的健康为中心”的现代护理理念。另外，心肺脑复苏参考了《2010美国心脏病协会心肺复苏及心血管
急救指南》进行编写。同时，《急危重症护理学(第2版)》采用知识链接形式，介绍了急危重症护理学
的新进展。
此教材主要适用于五年一贯制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使用，亦适用于三年制高专护理专业学生和在职护理
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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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急诊医疗服务体系的管理我国EMSS工作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
差距。卫生部从急救事业的组织建立、体制管理、救治质量等方面给予了政策性和指导性支持，推动
我国EMSS的进程，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EMSS发展道路。1.建立灵敏的通讯网络 建立健全灵敏的
通讯网络是提高急救应急能力的基础，对重要单位、重点部门和医疗机构设立专线电话，以确保在紧
急呼救时通讯畅通无阻，提高反应时效。2.改善院前急救的运输工具急救用的运输工具既是运送病员
的载体，又是现场及途中实施抢救、监护的场所。救护车要配备必要的设备，可实施气管插管、输液
、心脏除颤等措施和心电监护、血氧饱和度等监测。在沿海地区、边远地区、牧区及有条件的城市，
应因地制宜，根据急救需要发展急救直升机或快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制定完善急救运输工具的
使用管理制度，保证其功能正常良好。3.加强急救专业人员培训 编著统一并不断更新的适合我国院前
急救实际情况的培训教材，对急救专业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建立院前急救人员准人
制度，确保院前急救人员都经过专业培训并具备相应的业务水平。建立急救专业人员复训和考试制度
，促进急救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EMSS的管理人员需要具有医学资格，并接受管理培训。4.
普及社会急救 政府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广泛宣传培训，普及急救技术，如徒手心肺复苏、骨折
固定、止血、包扎、搬运等。意外灾害发生时，在专业人员尚未到达现场时，现场人员能自救和互救
。广大群众在各种场所遇到急诊时，有义务向就近医疗机构或急救部门呼救。社会各部门、各单位接
到呼救信息，必须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方面给予全力援助。5.完善卫生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的
急救医疗规范、装备配备标准、急救人员培训与使用、院前急救服务标准还不统一，因此，需要完善
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稳定急救队伍，加快学科发展，提高服务质量。6.组建布局合理的急救网络 我
国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卫生资源的配置利用不平衡，。EMSS的各环节存在衔接不良的
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卫生行政部门在县以上地区应组建本地区急救站、医院急诊科（室）、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相结合的医疗急救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建立急救中心，掌握急救信息，承担
院前急救、院内抢救、培训和科研等工作。通过建立统一管理机构，优化急救网络，合理利用急救资
源，促进EMSS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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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急危重症护理学(第2版)》供五年一贯制护理学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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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错了，考高级职称的时候没考到。
2、内容还可以，但实际操作性不是很强
3、没有习题集，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申请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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