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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安全隐患分析与探讨

和晓莉*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 710038

摘� 要：神经内科患者通常病情危重，变化迅速，护理风险较大。如果神经内科患者发生不良事件，将造成更

加严重的后果。基于神经内科患者的特殊性，在临床护理中往往面临着比其他普通科室更高的安全隐患和安全风

险，如果临床护理不到位，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机率将大大增加。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保障患者的住院安

全，减少由此对患者造成的伤害和引起的医疗纠纷，应当针对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安全隐患详细分析，并提出针对性

的护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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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风险管理是指对患者在临床中可能会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正确的判断及预防，并根据具体的风险内容制定出

有效的护理方法>��。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主要包括，对于还没有发生的风险事件或者是已经现实存在的风险事件进行总

结，并对其出现风险事件的相关原因进行分析。发生风险事件，会致使患者在基础原发疾病的情况下，出现间接或者直

接的伤害，进而导致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治疗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有效避免护理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近些年，神经内科患者的数量在逐年上升，神经内科的患者多以脑血管疾病患者为主，由此该类患者年龄相对较

大。这些患者的病情往往较为危重，发作时反复无常且发展速度较快，在治疗之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在整个治疗

过程中需要长时间进行临床观测，加上部分患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精神障碍等，这对神经内科患者的护理工

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如果护理不当，不但不利于患者的身心康复，还极易引发医患纠纷的产生，严重影响医院的

形象，降低患者满意度>��，可见护理工作的实施是尤为重要的。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年度�月～����年度�月在神经内科就诊的��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男��例、女��例；年龄范

围��岁～��岁内，平均（����������）岁。对照组：男��例、女��例；年龄范围��岁～��岁内，年龄��～��岁，平均

（����������）岁。二者各项资料无差异，��������。

（二）方法护理方法

对照组所采用的是常规方法，其中包括神经内科护理、心理疏导以及健康指导等方面。观察组除了以上护理方式

之外还需要对患者进行优质护理。因此，观察者不仅仅是对患者身体上的护理，还需要对心理问题以及其他小细节进

行护理。也就是说需要改变护理人员的护理理念，需要以患者为中心，能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

业能力，让护理质量不断提高>��。

在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定的掌握，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调整出值班表。在交接班的

过程中需要做到先交后接这一模式，对于一些特殊患者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如有实际要求，可以进行护理干预。除此

之外，护理工作还需要对基础护理进行优化，首先需要保证的是病房温度在一个合理的温度之下，同时还需要引导患

者注意个人卫生。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

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心理疏导，以此来减少患者内心紧张、焦虑等情绪。最后就是对患者的

康复护理问题，护理人员需要按照患者后遗症可能产生的程度，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康复训练，同时还需要加强防护

措施，以便患者能早日康复。

（三）观察指标

���风险事件发生情况

要求医护人员每天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在护理期间出现的压疮，误吸，坠床，跌倒事件的发生例数并计算发生

*通讯作者：和晓莉，����年�月，女，汉族，陕西渭南人，现任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士，主管护师，本

科。研究方向：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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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在患者进行护理前后利用�FWLYLW�RI'DLO�/LYLQJ6FDOH（日常生活量表）对患者的生活能力进行评分。采用的是四级

评分法，如果患者根本没有办法做计为�分，如果患者需要帮助计为�分，如果有些难度计为�分，如果患者自己可以

完成计为�分，即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生活能力越好>��。

（四）统计方法

采用6366����统计学软件统计数据，计量资料用（���）表示，行�检验，计数资料用>Q（％）�表示，行��检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风险事件

对照组护理后发生跌倒以及坠床和误吸、压疮事件高于观察组（��������），见表�。

表1�两组患者风险事件比较[�（％）]

组别 例数 压疮� 误吸 坠床 跌倒

对照组 �� �（����） �（����） �（����） �（����）

实验组 �� �（����）� �（����）� �（����） �（����）

��� — ������ ������ ����� �����

� — ������ ������ ����� �����

（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观察组工具生活与躯体生活情况低于对照组（��������），见表�。

表2�两组患者ADL比较[（���），分]

工具生活� 躯体生活

护理前 护理后�个月 护理前� 护理后�个月

对照组 ����������� ������������ ����������� ���������

实验组 ���������� ����������� ����������� ����������

��� ������ ������ �������� �����

� ����� ������ ������ ������

四、讨论

神经内科涉及的病症实际上具备多种特征，其中包含脑梗死以及癫痫等症状，因此，在神经内科患者住院之后，需

要进行有效的护理措施。在对比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优质服务的护理方式明显比常规神经内科护理方式要更为优越。我

国的临床护理模式更加偏向于临床护理，护理人员都会根据临床医生的诊断结果以及医嘱来为患者进行护理>��，因此，

导致了患者对于医院的护理不是十分满意，在其中经常会有医患纠纷的问题产生，对医院运行产生了严重影响。

（一）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安全隐患分析

���缺少沟通

按照神经内科具体记录可以看出，大部分医患纠纷都是因为缺乏沟通造成的，很多护理工作者护理时态度不好，

让病人难以接受，护理工作者和病人之间沟通交流十分少，未与病人建立良好的联系，导致病人与家属对护理工作者

不满，做不到理想的护理成效，医院形象也由此受到影响。

���安全设备不完善

大部分神经内科病人有显著的肢体瘫痪特性，在行动方面十分不便，需要依赖外力或是有关设备行动。经过记录

与病人反馈消息发现，神经内科很多设备都不完备，病人在行动过程中受到影响，往往出现滑倒、坠床与摔伤等多类

意外状况，这使得病人恢复受到很大影响。

（二）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安全隐患

���增强沟通

护理工作者在和病人沟通时，态度一定要真诚，在措辞表达方面要尤为注意，要对病人真正做到关心，如病人有

需求或疑问必须要耐心回复，并符合病人的科学需求，护理工作者应当对病人展开正确的心理开导，并予以鼓励，让

病人消除疑虑，正确分析自身病情，实现更好治疗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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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文病区环境

人文病区条件对神经内科病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神经内科病人大部分都是肢体瘫痪难以运动，所以医院能在墙

壁上配置扶手，在病人的病床上安置床栏，并增强室内的卫生管理，维持室内安静，地面上做到防滑对策，并在关键

时候保护好病人隐私，此外，还要设立视唤设施，对于病人的问题一定要耐心处理，并提供必需的帮助。

在神经内科使用优质护理服务能进一步地缩短患者治愈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对于患者心理状态有明显的平复

作用，因此在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当中可以推广使用优质护理。优质护理能够让医护人员的自我价值有所提高，同时还

能让患者对于医院的满意程度有所增长。社会在进步，对于医疗服务也应当有所改善，让护理质量不断提高，在神经

内科中因为病种极多，并且也十分复杂，因此对于神经内科的患者来讲，需要进一步进行护理干预。所以本科护理工

作者应增强神经内科的专业护理知识，持续创新临床护理，加强护理工作者风险意识，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从安全

立场正确评价护理病人，采用可预见性护理对策>��，提升护理质量，清除护理问题。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神经内科疾病症状广泛性、复杂性、严重性与难治性，护理事件时常出现，造成了许多意外的伤

亡。在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工作中，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风险管理干预，可以对发生风险事件的情况有效减少，同

时使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有效提升，从而有助于患者的身心康复以及生活能力的提升。对于神经内科的患者需要给予

优质服务，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还能让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程度不断提高。优质护理服务的作用已经逐渐

明显起来，因此，在临床当中可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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