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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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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并对护理效果进行全面分析。方法：选取

2019年2月～2020年10月到我院进行治疗的心血管重症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两组均为50例，两组采

取不同的护理方法，对比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风险事件发生率要低于对照组，护理效果要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结论：在心血管重症患者护理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能够防范护理风险的产生，另

一方面能够使护理人员对患者潜在隐患排除，从而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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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血管病症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健康，随着人们生活环境与方式的逐渐改变，通过对心血管病症患者归纳总结

可知，该病症的发病率高、病死率高、病症复杂、病情危急。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在院治疗过程中，患者承受着巨大

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压力，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病情变化，使得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巨大潜在风险。为了研究患者治疗护

理工作开展风险管理模式的可行性，本文通过设计科学的研究方案，分析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对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

实际治疗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2月～2020年10月到我院进行治疗的心血管重症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两组均为50

例，平均年龄为68.2岁。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护理工作时，采取常规护理工作方式，定期检查患者使用的药物，对患者的生命体征信息进行收集，

及时与患者沟通宣传康复治疗信息，确保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得到有效的护理[1]。

实验组进行护理工作时，组建护理风险管理小组，保证护理人员掌握扎实的临床护理基础知识。在护理开展之前

组建患者代表小组，保证护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安全性与合理性，同时患者代表小组需要组织患者进行治疗信息学习，

并做好患者的日常生活记录。每个月需要定期开展工作座谈会，分析护理工作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的改进措施，并

做好会议记录，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2-3]。在患者康复治疗室，需要保证室内环境的安静、和谐、舒适，为患者提供一

个较好的康复氛围。当患者进入康复治疗室后，需要将不符合治疗环境要求标准的所有物品交于家属，或交给医护人

员进行保管，避免对患者治疗过程中产生不利影响[4]。在患者饮食起居护理时，需要注意合理的约束管理，不能出现

患者营养不良，同时也避免患者出现营养过剩等问题。在对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进行风险管理护理时，需要对患者的

病情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等级标准进行合理划分，安排专项护理人员开展护理工作[5-6]。规章制度管理。医护人员在

护理管理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循我院建立的条例与制度，通过正确规范的操作对患者进行护理，例如为患者发放药物之

前需谨慎核对药物种类、服用量、服用时间等；在为患者进行静脉滴注时需明确控制注射量与滴速，防止患者因速度

过快而产生不良反应。风险隐患护理。医护人员需要时刻保持病房、走廊、卫生间的清洁，保证地面无水渍，并在相

关位置张贴提示标语，提醒患者小心滑倒等，另外提醒患者适当翻身，定期为患者更换床单、被褥，避免患者出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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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7]。在护理工作开展时需要注意人员的交接班，防止患者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自杀或自伤等危险行为，确保

患者主动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开展治疗工作。

1.3  观察评价标准

①护理工作效果显著：在患者接受了护理管理后，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患者的康复出院周期缩短；②护

理工作有效：心血管患者在参与风险管理护理工作后，患者的临床表现有一定好转，但患者的康复时间没有较大变

化；③护理工作无效：护理工作开展之后，患者的临床状态与病情没有出现好转，甚至出现了转坏的迹象，影响到了

患者的治疗康复[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实验数据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表示，行�2检验，�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对比

表1显示，实验组风险事件发生率要远远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 0.05。

表1�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对比[�（％）]

组别 � 并发症 护理纠纷 医疗事故 风险率

实验组 50 1（2.00） 0（0.00） 0（0.00） 1（2.00）

对照组 50 6（12.00） 2（4.00） 1（2.00） 9（18.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表2显示，实验组护理效果要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 0.05。

表2�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组别 无效 有效 痊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1（2.00） 35（70.00） 14（28.00） 49（98.00）

对照组 8（16.00） 36（72.00） 6（12.00） 42（84.00）

�2 13.582

� < 0.05

3��讨论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但需要保证患者完全康复，还需要开

展有效的护理管理工作，因此现代医疗护理工作岗位的压力非常大[8]。为了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需要加强护理

人员的风险管理学习质量，培养护理人员风险管理护理意识，树立人文关怀的护理工作理念，强化护理人员的工作防

范意识，保证临床护理工作的效果。本次医学研究中分析了心血管患者开展风险管理护理工作的效果，发现增进患

者、家属、医护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可以有效提高护理工作的整体效率，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提高了患者

的康复率[9-10]。由于风险管理护理工作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因此可以进行临床推广应用。

心血管内科，是各级医院大内科为了诊疗心血管血管疾病而设置的一个临床科室，治疗的疾病包括心绞痛、高血

压、猝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早搏、心律不齐、心肌梗死、心肌病、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心血

管内科病房接待的患者普遍存在病情严重的特点，由于人们经济条件的提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越加严格，而对重

症患者的护理质量不到位，则极易引发各种风险事件，进一步导致护患关系恶化，使得护理人员面临更大的挑战[11]。

风险管理指的是在明确有风险的环境里通过管理将风险发生率降低，通过护理风险管理能够转变医护人员的护理理

念，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推动患者的康复，因此对患者进行风险管理不仅能降低患者的风险事件发生率，还能

够缓和医院与患者及家属之间的关系。因此，为提高临床护理工作的安全性，避免护理风险的发生，对于护理工作的

管理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护理风险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其相比于传统的护理管理措施，护理风险管理模

式主要以风险小组的形式对患者进行护理工作，针对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与改正，以此来确保临床护理的

安全性；通过对于人员的培训工作，能够促使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得到提高，增强临床护理的质量；而通过风险管理

的实施，不但能够有效通过管理制度约束护理人员的各项行为，同时也能够给予护理人员工作的指引方向，提高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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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责任意识。我院通过住院前期准备、规章制度管理、病房巡查与风险隐患管理等措施对患者进行服务，经研究

后发现，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参照组患者；研究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参照组患者，说明对心血管内

科重症患者使用风险管理的应用价值高于常规护理。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护理管理措施对于临床护理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施风险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避免护理过程中意

外情况的发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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