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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消化内科护理的安全隐患与策略分析

桂� 焕*

空军第九八六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目的：分析老年患者消化内科护理的安全隐患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例消化内科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字表法将其分为分析组和对照组，每组��例患者，对照进行常规护理干

预，分析组进行护理安全的有效举措，比较两组患者的病情稳定情况、积极配合度、自我保护意识情况以及护理满意

度。结果：分析组老年患者的病情稳定情况、积极配合度、自我保护意识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在统计学上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讨论价值（��������）。结论：对消化内科老年患者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有效的干

预，能够对老年患者病情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提升患者的治疗配合度，以此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从而达到理想

的护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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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护理中的安全隐患也已成为医疗服务行业护理服务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年患者在医院病患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消化内科。由于老年人群机体处于衰退时期，身体免疫能力下

降，容易受病毒感染发生消化内科方面的疾病，在护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增加了治疗风险>��。我

院在对消化内科老年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进行统计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预防护理对策并在实验组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加以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1��资料与方法

�����基线资料

选取我院����年�月～����年�月收治的��例消化内科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分析组和

对照组，每组��例患者，分析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对照组：男��例，女��

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均满足（��������），可对比分析。

�����基本方法

源于消化内科老年患者治疗的特殊性，在住院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出现各种安全隐患，一般而言，消化内科老年患

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心理安全隐患，老年患者的恢复慢，住院时间较长，平时得到亲

人的陪同也比较少，容易出现各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引发安全隐患，第二，用药安全隐患，消化内科的用药种类非

常多，再加上很多老年人患者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用药变得非常负责，一旦对用药规范不明确，很容

易出现严重的后果，第三，护理人员自身的隐患，护理人员专业知识不强、护理经验不足、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也容

易造成安全隐患。

对��名患者进行常规护理，主要就是包括普通的日常询问、日常用药指导日常生活护理等。对其他��名患者进行

专门针对安全隐患的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心理护理。除了常规护理之外，护理人员应该根据患

者的基本情况加强心理护理，克服患者术后的不良情绪，引导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第二，护理人员应该针对不同年龄

段用药、术后的反应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耐心为患者讲解用药的重要性，督促患者按时用药，让患者对药物使用有个

清晰的认识，防止出现各种问题，第三，要对护理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在护理过程中，一旦护理人员经验和专

业知识不足，遇到突发问题很容易手忙脚乱，影响了临床急救，造成了患者的病情恶化，这就需要对护理人员进行专

业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严格规范进行护理操作，第四，做好安全护理，护理人员应该对患者进

行严格“保护”，要求家属对患者进行��小时看护，对需要外出的患者，要严格家属进行陪同，及时巡视病房，确保

*通讯作者：桂焕，女，����年�月，陕西咸阳，空军第九八六医院，护士，本科，研究方向：消化科护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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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无一失。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病情稳定情况、积极配合度以及自我保护意识情况，同时调查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满意度� �

（总例数－不满意）�总例数�����。

�����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统计得到的相关数据资料利用6366����软件进行分析对比，使用卡方检验百分率数指标，使用�检验均数差

计量指标，将��������作为有统计学意义的判断依据。

2��结果

�����两组患者病情稳定情况、积极配合度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的比较

分析组患者病情稳定情况、积极配合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在统计学上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分析价值（����

����），见表�。

表1��两组患者病情稳定情况、积极配合度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的比较

组别 病情稳定 积极配合度 自我保护意识良好

分析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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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分析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在统计学上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差异有分析价值（��������），见表�。

表2��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分析组（Q� ���） �� � � ��（������）

对照组（Q� ���） �� �� � ��（������）

3��讨论

�����安全隐患相关因素

（�）用药问题：因为老年患者并发疾病较多，消化内科的用药相对复杂，护理人员在用药前如果没有详细询问患

者的既往病史，很容易发生因用药不当引发的安全事件。消化内科患者的药物分类比较明确，服用分成了餐前、餐

后、睡前等，护理人员如果缺乏对用药知识的了解，在药物的发放时间上产生错误，也会使药物的作用减弱或增强引

发用药安全问题。另外有些老年患者还会伴有一些例如糖尿病等其他疾病，会有一些在家自服的药物，所以，随便用

药很容易造成护理问题的产生。（�）病人自身问题：患者在患病期间由于身体的不适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从而产

生焦虑烦躁的情绪，甚至不配合治疗，不按时服药，而且对护理人员产生排斥、会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延缓身体恢复

速度。（�）护理人员问题：由于老年群体比较特殊，在护理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如果护理人员不具备较

强的专业能力，在面对老年人的不良情绪时无法进行很好的疏导和处理，很容易与患者产生争执、增加护理风险。特

别是在医疗仪器的使用和操作上稍有失误就能给患者造成伤害，引发安全风险。（�）关于跌倒和误吸窒息的方面的

安全隐患。消化内科老年患者由于身体较弱，部分并发其他疾病，在下床或日常活动方面容易发生跌倒等安全隐患。

另外老年患者体弱多病，尤其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吞咽迟钝，往往容易发生误吸窒息隐患。

�����预防安全隐患的策略分析

护理质量的高低对患者的健康状况有着极大的影响，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满意率是当前护理工作开展的目

标。对于新聘的护理人员来讲，在进行护理人员的招聘时，要对应聘者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两方面的能力进行考

察，选择护理经验丰富的应聘人员，从根本上提高护理队伍的专业素质。对院内的护理人员来讲，要定期进行护理安

全培训，并进行不定期的考核，严格要求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从而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

在进行药品分发时，护理人员可采用3��扫描患者腕带二维码的方式对患者身份进行核验，避免给药错误的出

现。由于老年患者的身体素质较差，医护人员在进行药品发放时，要严格按照医嘱进行，不可盲目听从患者的需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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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进行药量的增减。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责任制的应用，重视考核，提高医务人员对药物安全的重视程度，从而提

高药物治疗的可靠性。针对部分较为特殊的药物，护理人员应该告知患者用药的注意事项、禁忌、药物不良反应、食

用方式等情况，加强老年患者对安全用药的重视，消除用药安全隐患。

在患者治疗期间，为预防患者的治疗不配合等问题，护理人员要在病患治疗伊始，就对病患及家属开展健康教

育，对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以及身体上所出现的变化进行告知，使患者与家属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避免突发

状况，甚至医疗纠纷。在日常的护理工作当中，护理人员要积极的、主动地与患者进行交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给

予专业的健康指导。部分老年患者的情绪不稳定，依从性不高，护理人员应该用合适的方法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以

达到消除不良情绪的目的。

综上所述，消化内科老年患者在临床护理中，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以此提升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控制患者的病情，从而达到理想的护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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