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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

改良急诊病情评分系统在急诊患者
分层管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闫朝华
（平乡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河北  邢台  054500）

0　引言

急诊科是医院的重要科室，该诊室的患者一般为高危重

症患者，需要及时地进行抢救，否则就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安

全。在对患者进行治疗之前，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来进

行分层，这样可以根据患者的危重等级进行抢救，这样可以

争取较好的抢救效果 [1]。本院自 2017 年 7 月起对来我院急诊

科进行抢救的患者采取改良急诊病情评分系统进行分层管理，

临床效果显著。现将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院选取来我院进行急诊进行治疗的患者

198 例（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随后采取随机等量

的原则将患者分为两组，将其命名为传统急诊系统组与改良

急诊系统组，每组各 99 例。在传统急诊系统组患者中男 61 例，

女 35 例；年龄为 19-78 岁，平均（43.02±7.02）岁，在改良

急诊系统组患者中男 63 例，女 36 例；年龄为 18-79 岁，平

均（43.26±7.18）岁，患者的资料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所有患者均采取急诊病情评分系统进行评分，但

是两组患者采取不同的急诊病情评分系统，其中传统急诊系

统组患者采取传统急诊病情评分系统进行分层管理，而改良

急诊系统组患者采取改良急诊病情评分系统进行分层管理，

随后观察两组患者的干预后的护理质量与使用系统的相关性。

具体的情况如下：两组患者分别进行评分，需要按照急诊病

情评分系统评分细则进行详细地评分，同时要保留患者的联

系方式，在入院治疗后 15 d 需要进行电话随访。除此之外，

还需要医务人员询问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病史，随后针对患

者的病史采取针对性的治疗，同时根据患者的病情来进行抢

救，如果患者的病情较为严重，需要给予鼻饲、面罩吸氧、

静脉通路以及抢救药物治疗等处理，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患

者进行常规护理，例如补液、吸氧等。

1.3　统计学科学处理。本次实验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进行统计学科学处理，如果科学处理后的结果为 P<0.05，即

代表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传统急诊病情评分系统与患者的住院 <15 d 好转、住院

≥15 d 好转、住院 <15 d 死亡、住院 ≥15 d 死亡的方差为 1（4）、

1（5）、1（4）、4（9）、2（6），其中相关系数为 0.233，

改良急诊病情评分系统与患者的住院 <15 d 好转、住院 ≥15 
d 好转、住院 <15d 死亡、住院 ≥15 d 死亡的方差为 3（12）、

5（12）、6（12）、10（14）、8（13）， 其 中 相 关 系 数 为

104.321，故两组患者的急诊病情评分系统得分越高，病情越

严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两种病情评分系统与

患者的预后呈现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是

改良急诊系统组患者的相关系统显著高于，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3　讨论

对来急诊科进行抢救的患者采取急诊病情评分系统，可

以有效地提高抢救效率，还可以有效地降低疾病风险，进而

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2]，该评分系统经过改良后，不仅可以

调整以及预测干细胞移植参数，这样可以提高急诊分层管理

的精确性，达到较佳的抢救效果 [3]。

本文就改良急诊病情评分系统在急诊患者分层管理中

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急

诊病情评分系统得分越高，病情越严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且两种病情评分系统与患者的预后呈现正相关，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是改良急诊系统组患者的相

关系统显著高于，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故改良急诊

病情评分系统在急诊患者分层管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值得进一步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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