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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展永芳
张北县二台中心卫生院 河北 张家口 076450

摘� 要：目的：探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的效果。方法：在本院妇产科收治的患者中，截取2022年5
月-2024年5月期间，研究92例患者的护理措施，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进行护理效果分析，46例患者纳入对照组，实施
常规管理，46例患者纳入观察组，应用风险管理，对比研究两组护理管理情况。结果：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与对照组
相较差异显著，两组数据具有统计意义，明显可见观察组护理质量更高，（p < 0.05）；两组患者的护理风险发生率
相比，观察组显著更低于对照组，（p < 0.05）；护理前两组患者评估心理状态，相比评分差异不大，（p > 0.05），
护理后患者的心理评分显著低于护理前，两组相较下观察组比对照组更优，（p < 0.05）；通过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评分显示观察组更满意，各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的效果显
著，有效规避患者风险事件发生，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及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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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众多科室组成中，妇产科属于最为重要的一

个科室，其护理质量与效果往往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的疗

效，甚至影响患者的疾病预后。目前临床采用的常规护理

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妇产科的各类

风险事件预防与处理方面略显不足，易于增加患者住院

期间的不良事件风险，故而在临床应用的效果欠佳。

近几年，风险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管理模式，

在妇产科护理中运用，对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及防范能

力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利于及早识别患者潜在的

风险，同时积极应对现有的风险，以此有效提高科室护

理的质量水平，为患者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1-2]。为此，

本文分析近年本院妇产科收治的92例患者，旨在探讨风
险管理的临床应用效果及价值，现作出以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2022年5月-2024年5月两年期间，本院妇产

科收治的患者92例展开护理分析，根据随机数字表法作
为分组标准，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患者均有46例，对
照组年龄分布在25岁-46岁，平均（35.71±6.22）岁；观察
组年龄区间在24岁-47岁，平均（35.79±6.31）岁。统计对
比两组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各项差异性不大，具有研

究比较价值，（p > 0.05）。医院伦理委员会一致通过本
项目研究。

纳入标准：入选患者均符合妇产科的收治标准；患者

意识清醒；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配合研究。

排除标准：合并心肝肾等器质性病变；严重精神障

碍类疾病；恶性肿瘤病变；血液系统疾病；无法配合研

究；中途退出研究等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管理：在患者入院之

后，护理人员做好患者的住院情况记录，同时遵医指导

患者用药，对其及家属进行健康知识宣教等基础工作。

1.2.2  观察组患者实施风险管理，具体措施如下：①
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小组负责人为护士长，组员为护理人

员，组长针对每日护理工作任务、管理制度负责下达，并

严格监督组员的工作执行情况，同时定期对组员展开护理

风险管理的培训，确保风险管理制度的有效落实。②护理

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划分风险管理流程，为

患者及家属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在日常工作中，护

理人员不断提升自身的风险意识与防范能力，及时识别

患者出现的风险事件，以此展开及时的应对与妥善的处

理[3-4]。③护理人员密切关注患者的日常情况，如饮食方

面，若患者出现饮食摄入不均衡，盐分摄入不合理等现

象，需予以及时纠正，结合患者的病情及饮食喜好调整其

饮食结构，确保患者的饮食健康与科学，充分满足机体所

需的营养摄入；若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感染风险较大，

此时护理人员要每天定时监测患者的手术切口变化，一旦

出现红肿、渗液等情况要立刻处理，以此规避感染风险。

④护理人员可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视频等形

式，对患者及家属展开疾病知识的讲解、日常生活中潜在

的风险及其预防措施等，并耐心做好答疑解惑工作，强化

患者与家属的风险意识。⑤科室定期召开会议，总结临床

护理工作的不足之处，了解风险事件的发生原因，以此全

员商讨解决措施，优化风险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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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发生[5]。⑥科室实施奖惩制度，对护理人员展开明

确分工，积极落实各项护理工作的内容，以此结合护理人

员的日常工作表现、考核结果展开管理，优异者提供相

应的奖励，反之接受相应的惩罚。如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沟

通过程中，需全程面带微笑，以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

题，维系和谐的护患关系，避免出现护患纠纷事件[6-7]。

⑦护理人员要加强与患者的交流，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及

情绪变化，探寻负面情绪产生的原因，以此展开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告知患者不良情绪对自身病情的影响，并借

助音乐疗法、冥想法等方式，帮助患者端正心态来调节情

绪，避免负面情绪带来的风险事件。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护理质量：根据科室自制护理质量表，从

护理安全、病房管理、风险意识、防范能力及预警能力

五个方面进行评判，每项总分均为100分，得分越高，护
理质量越高，准确记录两组得分结果。

1.3.2  观察护理风险事件：监测两组患者临床出现的
护理风险事件，包括感染、跌倒、护患纠纷等情况，统

计发生率。

1.3.3  观察心理状况：在护理前和护理后进行两组患
者心理状态的测评，参考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
评量表（SDS）[8]，SAS评分标准50分，SDS评分标准53
分，超出标准评分即患者心理状态越差，存在焦虑/抑郁
情绪。

1.3.4  观察护理满意度：采取本院自行拟定的护理满
意度问卷，对两组患者根据护理干预的服务态度、操作能

力、专业水平及沟通能力四项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每项

评分以0-100分为准，得分越高，患者对临床护理越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试验数据统计分析软件选用SPSS23.0，对比检验计

量资料为t，描述评分运用（ ），对比检验计数资料

为X 2，描述风险发生率运用（n，%）率，差异标准以p < 
0.05具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质量
如表1所示，观察组护理质量各项评分与对照组患者

相比具有统计意义，明显可见观察组评分高于对照组，

（p < 0.05）。

表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分]

组别 例数（n） 护理安全 病房管理 风险意识 防范能力 预警能力

观察组（n） 46 95.87±0.58 95.24±0.59 95.26±0.62 96.32±0.58 96.37±0.55
对照组（n） 46 83.33±0.51 82.25±0.71 83.37±0.55 84.22±0.51 84.21±0.44

t值 - 12.506 11.739 13.109 14.539 16.392
p值 -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
据表2数据显示，观察组患者出现的护理风险事件发

生率显著比对照组患者更低，两组数据存在统计意义，

（p < 0.05）。

表2 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n） 感染 跌倒 护患纠纷 发生率

观察组（n） 46 0 0 1（2.17） 1（2.17）
对照组（n） 46 2（4.35） 2（4.35） 4（8.69） 8（17.39）

X 2值 - - - - 8.009
p值 - - - -  < 0.05

2.3  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状态
详见表3结果可知，两组患者在心理评估下显示护理

前的各项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意义，（p > 0.05），通过

临床护理管理，观察组患者的心理各评分相比对照组更

优，且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明显有所改善，组间数据差

异显著，（p < 0.05）。

表3 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分]

组别 例数（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 46 52.29±3.16 35.87±2.99 56.89±3.64 40.42±2.77
对照组（n） 46 53.02±3.22 45.14±2.93 56.91±3.73 46.31±2.85

t值 - 0.163 12.504 0.098 11.229
p值 -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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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从表4数据上看，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各项工作的满意

度评分，显著更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说明观

察组患者满意且认可风险管理模式，（p < 0.05）。

表4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分]

组别 例数（n） 服务态度 操作能力 专业水平 沟通能力

观察组（n） 46 97.01±0.52 97.13±0.49 97.22±0.51 97.37±0.56
对照组（n） 46 82.23±0.44 80.37±0.35 83.14±0.43 81.57±0.49

t值 - 16.016 14.176 15.774 12.758
p值 -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现如今，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之下，妇产科

就诊的患者对护理质量与服务方面的要求随之提高，常

规护理难以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加之常规护理管理的

内容相对局限，针对患者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风险事件处

理不到位，增加患者的不良事件风险，难以发挥辅助治

疗的作用，往往护理管理的效果不够理想。

对于妇产科而言，隶属整个医院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科室，高质量的护理工作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的效果，

乃至影响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与形象，所以在妇产科

护理管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积极规避患者的风险事件发

生，对患者的预后具有积极的影响。相比常规护理管理

而言，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不良影响作出有效的预防与

控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管理理念与模式，可及时应

对患者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同时还会根据风险识别与

预警机制，做好潜在风险事件的规避工作，以此充分达

到控制风险事件发生的目的，具有较高的护理安全性，

进一步减少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的风险事件。经临床实践

研究发现[9-10]，妇产科的风险管理，不仅可降低风险事件

的发生率，还能提高科室护理质量水平与患者满意度。

从本文研究数据上看：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p < 0.05），说明风险管理的应用，通过对护
理人员展开风险管理的培训，强化其风险意识，不断提

高其风险防范能力与预警能力，便于护理人员及时且有

效的处理患者潜在与现存的风险事件，进而提高科室护

理工作质量；观察组患者的风险事件发生率（2.17%）
与对照组患者（17.39%）相比显著更低，（p < 0.05），
这一数据表明，风险管理突出风险的防范，在临床护理

中可规避任何对患者不利的风险因素，降低其风险发生

率；在护理管理后观察组患者的SAS评分和SDS评分显
著较对照组更低，（p < 0.05），因风险管理注重对患者

心身多方面的护理，所以在日常护理中关注患者的心理

变化，展开心理疏导工作，引导患者积极乐观的配合治

疗；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分相较对照组显

著更高，（p < 0.05），足以看出风险管理可为患者提供
令人满意的护理服务。

综上所述，在妇产科护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的效果理

想，可达到规避风险、控制风险事件发生的目的，有效

提高妇产科的护理质量，具有临床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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