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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集体食物中毒是一种比较突发的公众卫生事件，

由于突发性比较强，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并且

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
[1]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要求水准也较高，但集体食物中

毒的事件也会时常出现，食物中毒大多是以细菌性食

物中毒所引起的，因为食物中毒起病突然，发病较

急，处在中毒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急救的治疗和护理

来说，处理的难度比较大。现对2015年1月～2017年

12月入我院治疗的1批集体食物中毒患者共162例的情

况进行探讨与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5年1月-2017年12月入

分析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急救医疗护理组织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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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急救医疗护理组织管理对策进行研究和分析。方法 启动应急方案，使急救流程更优化的

进行，将急救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严格管理急救物资，对突发事件进行宏观的合理调控。结果 对162例患

者心理异常表现进行观察，旨在判断患者心理变化，对不同的变化进行不同的护理，提高护理的效果，促进患者

的康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162例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94.34%)大于不满意程度

(5.56%)，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宏观大局提高急救的效率，稳定不慌张的态度是保证集体食物中毒事

件成功救治的有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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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n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of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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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n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of  
large scale food toxicosis. Methods  Start the emergency plan and make the first aid procedure more optimized. First 
Aid manpower resource is given rational distribution, emergency materials are regulated tightly, the emergency 
events are reasonably regulated. Results  162 cases with psychological abnormality were observed, in order to judge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patients, different nursing was given to different chang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it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mpa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patients, satisfactory degree (94.34%) was larger than dissatisfactory degree (5.56%), it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first aid efficiency and steady attitude are powerful factors of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large scale food toxic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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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进行治疗的1批集体食物中毒的患者162例，

该162例患者均为企业职工，其中男性患者61例，

女性患者101例，年龄为18岁-35岁，平均年龄为

(25.21±0.32)岁，发病时间为食用后2h-72h，平均

发病时间为(37.52±0.32)h，在162例患者中，在食

用后12h-24h发病的人数占90%；在162例患者就诊时

均有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如：头晕、头痛、恶心、呕

吐、抽搐、腹泻、面色苍白、出汗等，其中体温在

　　38℃-40℃的患者93例，大于40℃的患者32例，

休克的患者38例。各患者间年龄、性别等方面均无明

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医院在接到集体食物中毒的紧急通

知后，要在5min内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中确定指

挥方案和进行准确的任务分配。护理人员主要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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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对不同的患者进行分诊、治疗和其他全部的护理

工作，在面临任务时，将到场的护士长进行明确分

工，护理部人员要对其进行严密的把关，急救部门是

负责患者收容和分诊的暂时中心，根据患者体征和中

毒症状的不同而分为轻症组、重症组，其中重症组为

出现高热、休克症状的患者共70例，轻症组则为其他

92例
[2]
。随后根据组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将上述162例患者分配到10个科室，并且对在场的所

有人员根据情况进行不同的分工，并对分工进行仔细

检查，对于这10个科室，主要是由本科室的人占主要

任务，其他科室的人员将所在科室能用上的用品，在

通过护理部的记录下，调配到需要的科室
[3]
。专业护

士进行治疗，其他科室的护士进行患者的基本护理，

实习护士则负责巡视，若有异常及时向专业护士进行

报告，并联系好物资提供中心，防止物资的不足，在

以上的分配和调控下，要求在30min内完成所有病人

的分诊与收治，使患者能在进入科室的同时就进行收

治，在每项工作进行的同时，均要有护理部人员进行

记录
[4-5]

。

　　具体治疗方法如下：在集体食物中毒患者刚入院

的短时间内将患者进行隔离，集中对其进行抢救，避

免交叉感染的出现；隔离后，根据患者体征和中毒症

状的不同而分为轻症组、重症组，其中重症组为出现

高热、休克症状的患者共70例，轻症组则为其他92 

例
[6]
。随后根据组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1.3 疗效评定标准  比较收治的162名患者在实

施阶段的心情：焦虑、抑郁、悲哀、恐惧；比较患者

对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非常满意+一般满

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5.0软件处理，(%，

n)表示计数资料结果，χ
2
检验；(χ

-
±s)表示计量资

料结果，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患者心理异常表现  对162例患者心理

异常表现进行观察，旨在判断患者心理变化，对不同

的变化进行不同的护理，提高护理的效果，促进患者

的康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比较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  比较162例

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94.34%)大于

不满意程度(5.56%)，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3结论

　　在一次集体食物中毒中，最重要的是临危不乱的

管理，其中护理组织的管理尤为重要。在日常生活

中，突发事件十分常见，但对于突发事件，更好的处

理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集体食物中毒是一项比较严

峻的突发事件，在急救患者的同时，也是在考验组

织者的指挥能力和灵活的反应能力，在此过程中如何

进行有效的指挥和对在场人员的合理调配是考验管理

者组织能力的一个标准，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组织协

调能力的管理者，对于突发的事件临危不乱，纵横大

局，沉着冷静才能将患者的生命摆放在首要位置，护

理部在接到通知后，首先进行紧急会议，归纳能用的

护理人员，对在场的护理人员进行合适的分配，并根

据每个护理单位、组织，从大到小，从每个科的护士

长再到每名护理人员都能根据任务量进行分工部署，

护理部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只有护理管理人员的临

危不乱才能充分调动每个护理人员的应急能力，以及

在场的气氛，因此护理管理人员是整个护理队伍的凝

聚力，通过突发事件更是加强了护理人员的对于突发

事件的应急能力和临床应变能力
[7-9]

。对于突发事件

中患者的心理护理是一项重要的护理措施，因此护理

管理者需要对患者的心理护理给予重视，督促每名护

士观察每一位患者的心理，掌握其个性特征，观察患

者的行为和神态，通过观察到的结果预判患者可能出

现的行为，若判断出患者可能出现比较过激的行为，

应该用言语进行引导，舒缓患者的心情，对于突发事

件的患者来说，情绪是受到重创的，因此心理的护理

也是治疗患者回复的一个必要因素，再全过程中持续

表1  比较患者心理异常表现

心理异常表现           n             %

焦虑                   41        27.16

抑郁                   18        11.11

悲哀                   25        15.43

恐惧                   78        48.19

总计                   162        100.00

表2 比较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

满意程度            n           %

非常满意           121         74.69

一般满意           32         19.75

不满意                    9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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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心理护理，对于患者疾病的预后和康复效果都有

极大的作用。因此护理管理者在合理分配调动护理工

作人员的同时，也要要求护理工作人员注意患者的心

理状况和情绪，以便于患者更好的治疗，更快的痊 

愈
[10-12]

。

　　综上所述，宏观大局提高急救的效率，稳定不慌

张的态度是保证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成功救治的有力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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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单次大剂量IVIG更有利于降低ABO溶血病患儿的

血清TBIL水平。刘云凤等学者
[5]
的研究也发现，IVIG

不能直接清除血浆中的TBIL，但可通过阻断溶血过

程，加以与蓝光照射配合治疗，达到降低血清TBIL的

作用，有利于ABO溶血病患儿的症状改善。

　　由于溶血过程中红细胞被破坏，患儿可出现贫

血症状。本研究就患儿贫血症状的改善情况展开了

探讨，发现治疗5d后，A组患儿RBC、HCT、Hb水平均

高于B组，说明单次大剂量IVIG可有效改善ABO溶血病

患儿的贫血状况，且比小剂量改善效果更佳。据相关

文献报道
[6]
，大剂量IVIG进入ABO溶血症患儿的血液

中可迅速升高IgG水平，比小剂量IVIG的疗效更强，

能更早、更有力的发挥阻止红细胞被破坏的作用，从

而改善贫血情况。本研究还发现，大剂量组患儿的光

照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与彭峰等学者
[7]
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该学者认为，大剂量IVIG更有利于

ABO溶血症患儿的症状改善，配合蓝光照射治疗，在

取得相同疗效的情况下，可明显缩短光照时间和住院

时间，更有利于患儿尽早复原。

　　综上所述，单次大剂量IVIG静脉滴注不仅可有效

改善ABO溶血病患儿的溶血、贫血症状，也能缩短光

照时间和住院时间，有利于患儿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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