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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理与健康

浅析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邵 佳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四川 成都 614000

探讨分析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期

间在呼吸内科收治的80例住院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参照组，每组各40例。参照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所接受护理工

作模式以及方法为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参照组护理基础上实施风险管理护理工作模式。结果：观察组患者基础护

理、病房管理、消毒隔离评分均明显高于参照组，组间比较 ，详见表1。两组护理不良事件比较。结果显示，

较之于参照组，观察组（2.50%）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2。护理满意度对

比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3。结论：将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应用于呼

吸内科护理管理中的效果显著，能对护理不良事件进行有效预防，同时促使患者满意度、护理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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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呼吸内科作为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收治的患者具

有病情危重与病情变快的特点，并且此科室的老年患者

较多，使护理风险明显增加，极易导致护患纠纷出现。

最近几年，伴随人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提高，对临床护理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新型服务业务的产生，再加

上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引发潜在的风险日益增多。护

理风险不仅会损伤患者的身心健康，也会使护理人员的

心理负担明显加重，还可能影响医院的声誉，对可持续

发展有不利影响。风险管理作为新型的管理方法，按照

存在与潜在的风险制定科学的措施，从而使医疗风险减

少，尽可能的医患纠纷的出现进行预防。目前，伴随风

险管理的日益完善，促使其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被慢慢推

广，在降低不良护理风险的前提下，促使总体护理质量

显著提高。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在呼吸内科收

治的80例住院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参照组，每组各

40例。

方法

参照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所接受护理工作模式以及

方法为常规护理。入院后做好病房管理，加强健康教

育，对症支持治疗与心理疏导，同时做好用药干预。

观察组患者在参照组护理基础上实施风险管理护理

工作模式。护理方式如下：

（1）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护理风险小组中的成员

由呼吸内科中的护理人员、护士长及科室主任共同组成，

对小组成员进行任务分配，并向成员讲明护理职责[1]。对

护理小组中的成员进行护理风险管理培训，促进小组成

员专业素养的提升。

（2）风险识别及分析：在科室中定期组织小组成员

进行呼吸内科相关护理制度、护理流程及护理方法学

习，统计在护理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护理风险事件，并

对其进行评估，由小组成员共同对护理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2]，并提出合理化的解决措施。

（3）做好心理干预：呼吸内科护理人员工作量大，

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科室管理层要特别重视对基层护士

的心理干预，尽可能消除其负面情绪，保障其身心健

康，使其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工作中去。

（4）实施个性化护理：每个患者的病情存在差异

性，因此在实施护理时也要因人而异，要考虑到每位患

者的个体差异，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尤其要重视对高

龄患者的护理干预，要重视对患者的健康教育[3]，要尽可

能提升其健康意识，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尤其要加强

对高龄及藏族患者的护理干预，在疫情防控要求允许范

围内尽可能要求家属或聘请专业陪护陪床护理，在患者

外出检查时需安排专人陪同。

（5）加强培训：实施风险管理，对护理人员的专业

能力有很高要求，科室需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需

使其熟练掌握各类物品和器械的使用方法，了解呼吸内

科潜在的风险因素，尽可能提升其风险防范意识[4]。护理

人员的专业技能直接关系到患者病情的康复，而呼吸内

科风险因素较多，对护理人员的要求更高，在临床中要

重视对护理人员的培训。

（6）加强风险因素细节管控：床头患者信息应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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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对患者姓名相似时，应特别标注，每次用药前必须

由患者或者陪护亲自说出姓名及年龄再由护理人员进行核

对，卧床和行动不便者需拉起床档，暖瓶等危险物品应远

离患者，地面要保持干燥卫生，并张贴各类警示牌，需向

患者及其家属强调住院期间注意事项，积极解答其疑问，

要确保患者及其家属随时能联系到医护人员。

（7）风险评估管理：护理管理人员加强对患者的全

面评估，采集病史要详细。并根据年龄、神志、既往病

史、药物使用情况、平衡及自理能力等做好风险评估。

评估为高危患者时，悬挂防跌倒和坠床的警示标识，着

重强化患者及家属的安全防护意识，加强交接与宣教，

加强巡视，主动询问与协助生活护理，做好专科护理，

管道妥善固定[5]，采取最佳的固定材料与固定方法，按照

导管固定的标准操作程序实施。

2 结果

两组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者基础护理、风险防范、病房管理、消毒隔

离评分均明显高于参照组，组间比较 ，详见表1。

表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分)±s，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病房管理 消毒隔离

观察组 40 22.71±1.72 22.20±2.23 22.11±4.01

参照组 40 18.623±2.93 18.30±3.12 18.42±2.31

T值 8.625 7.253 5.672

P值 0.000 0.000 0.000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比较

结果显示，较之于参照组，观察组（2.50%）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

表2。

表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高危药物外渗 输液反应 坠床 跌倒 非计划拔管 院内压疮 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40 0（0.00） 0（0.00） 0（0.00） 1（2.50） 0（0.00） 0（0.00） 2（2.50）

参照组 40 1（2.50） 0（0.00） 1（2.50） 0（0.00） 1（2.50） 0（0.00） 2（7.50）

T值 5.795

P值 0.005

护理满意度对比

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40 21(52.50) 15(37.50) 3（7.50） 1(250) 39(97.50)

参照组 40 16(40.00) 9(2.25) 7（1.75） 8(20.00) 32(80.00)

χ2值 4.000

P值 0.005

3 讨论

呼吸内科老年患者多，危重患者多，人流量较大，

极易发生各种护理不良事件，例如高危药物外渗、输液

反应、坠床、跌倒、非计划拔管、院内压疮等，会明

显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加重家属、患者

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另外由于护理风险的存在，存

在较多安全隐患，从而提升患者致死、致残的可能性，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护理风险管理措施，提高护理安全

性，找出住院患者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对其进行评估和

分析，进而强化护理风险管理，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概

率，保证患者生命质量[6]，弥补基础管理存在的不足，增

强临床治疗的安全及有效性。

呼吸内科中运用风险管理，可使护理人员护理技能

显著提高，使护理工作中的风险事件明显减少，降低医

患纠纷率，拉近医患关系，使患者的护理体验显著增

强。风险管理属于一种管理程序，是指针对潜在的各种

护理风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而达到有效规

避护理风险的目的。为降低呼吸内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提高护理质量，该研究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采用

了加强风险管理模式。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差错率低于

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的。说明在呼吸内科

患者护理中给予患者护理风险管理具有可行性，使呼吸

内科护理管理质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与患者对医

院的护理需求相符合，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大大降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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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是医院中一种新型的护理管理措施，主要

是针对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事件进行预防，与医疗行

业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因此，应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

大力推广护理风险管理方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应用于呼吸内科护

理管理中的效果显著，能对护理不良事件进行有效预

防，同时促使患者满意度、护理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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