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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王庆凤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风险管理对提高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病人的安全十分关键，要从以病人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加强环境管

理，护患沟通，药品配伍以及医生管理，同时降低对病人以及医生方面的管理风险，不仅重视患者的疾病健康，更需

要重视病人精神舒适度，促进病人的全面，持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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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的：本文重点针对心内科病患进行风险防控合理

办法模式的应用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讨。方案规定：

以我院已接收的一百六十例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包

括基础组和特护组各八十例，前者采用传统的处理管理

模式，后者则采取风险管控模式，通过比较两个组治疗

纠纷发生率和风险事件发生率、以及医治操办得分的医

护服务评分;分析各组服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状况。结
论：特殊护理的护士组医疗纠纷发病率和危险事故发病

率明显低于基础组;特殊护理的护士组医疗操办得分高于
基本分组;特护组服务效率为百分之九十六点二五，明
显高于基础组的百分之八十点零零；而观察组在病房管

控、服务标准和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成绩，都高于了基础

组。总结：通过给心脏内科病人实施风险的监护，可以

提高病人接受治疗的信心、监护效果好，安全，能够有

效减少医患矛盾，能够在医院广泛推广。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心内科以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至二零二一年五

月接收的一百六十例患者作为主要试验对象，并根据患

者住院时段的差异，按照设计规定选取了上午入院的

八十例作为特护组，并采取了风险监控的护理方式我们

可以把下午入院的八十例患者看作是基础病人，并采取

了一般的治疗方法[1]。特护组患者的男女比例为：43、
37人；平均年龄为五十四~七十八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57.42+2.31岁。本组病人中男性四十五例，女性35例；年
龄段范围为53~798年，平均年龄为57.89+2.12岁。各组患
者的基本情况，差别无统计价值，有对比性，且二组病

人的数据比P > 0.05，有一定可靠性。
1.2  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风险因素分析
对心血管科病人来说，其本身的护理条件不同于其

他科室，因为病人年纪大、死亡率高、疾病演变速度

快，除此之外，也受护理人员工作能力、医院设备水平

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属医院的高危科，在风险因素方面

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心内科病人的很多症状发生较为突然，其在发生的

因素方面有着诸多因素，护理人员在实施监护工作的过

程中，必须针对其疾病不同状态，制定相应的监护措

施。因为在心脏血管科中，医护人员的压力相对很大，

在救护危重症病人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往往对操作过程

相对陌生，这样导致实践的技能与知识的学习不能充分

结合，从而导致护理疗效不理想。在医疗管理流程中医

疗工作人员既是参与的主体，是医护行为的执行者，其

医护能力同时也反映着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如何根据

制度、管理过程对病人进行管理及自身管理水平的提高

对危险事故的防范管理造成的一些问题。

护理人员应一改往日的消极护理态度，应做到主动

的、细心的观察病人的生命状态、心理情况的改变增强

对疾病的监测与观察。为确保护士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以及在工作流程的可靠性较好，医生必须保证护士管理

的工作体系较为健全，不过在日常管理操作中，考核的

体系普遍存在不健全的现象，以及护理人员在落实有关

机制的能力上出现困难，护理管理人员在进行培训工作

时，没有按照制度要求，使得培训工作达到了不成理想

的效果[2]。此外，医生也很少针对法律法规、人文关怀、

交流技能等内容开展培训，造成了护理人员在实践岗

位流程中，存在着职责疏忽、引发的潜在风险等现象。

此外，在护理人员中会出现对技能运用并不娴熟、缺少

临床操作实践、对新技术、新技术的运用不够深入的问

题，而疾病的变化本身也没有变化规律，因此心血管科

的病房管理方式也随着病人情况不同而变化，包括对呼

吸机、除颤仪等抢救仪器的使用，对心律失常的观察，

确保患者生命安全。在病人住院治疗阶段，如何和病人

的家人进行合理交流是很关键，但部分护理人员没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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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能力，就容易使单纯的问题复杂化，当出现医疗矛盾

时会无法采取最恰当的措施，造成问题加深。

1.3  护理管理方法
1.3.1  环境管理
病房环境应该干净，舒适，安全 [2]。定时消毒，做

好病房卫生和病房卫生，并重点做好患者的个人卫生，

预防呼吸系统感染。虽然心血管内科不像呼吸内科那样

对消毒有特别严格的要求，但考虑到心内科患者多为老

年患者，体质差，感染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因此还是

要给予足够重视。护理操作中注意控制噪音，并尽量集

中操作，以减少对患者的干扰，让患者有充分的休息时

间。保持良好的通风、温度和湿度，病房设施摆放适当

照顾患者的生活习惯，提高病房环境的舒适性。对高危患

者加床边护栏，锐器，暖瓶等妥善放置，保持病房，卫生

间的干燥，必要时卫生间加防滑垫和扶手。楼梯，转角等

地方加提示标志，保持过道清洁，避免患者摔倒。

1.3.2  心内科成立起风险预警工作组，为强化对护士
管理监督，需制订出针对性的风险预案，主要负责人由

护士长兼任。根据医院服务质量考核及其评价指标的要

求，明确小组每

一位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制定的协调作业规范，建立

起科学的护士考核制度，对每一个月的护士服务进行检

查考核，对每一周的护理工作展开检查评价，注意危险

事故的防范，考核每一时期的护理工作，确保护理措施

的落到实处[3]。根据各个阶段医护压力的合理安排，建

立护理人员应急调度预案。进一步地加强了护理人员个

人的基本知识，进一步强化了科室对药理学知识(药理作
用、代谢过程、半衰期以及配伍禁忌等)、专业知识的了
解，也提高了个人的法律意识。设置人员主要负责药物

实施管理工作，必须熟悉各种药品的基础组织成分，并

掌握好控释片和缓释片特点、使用的注意事项。护理人

员需要进行交流，护理技术人员在这个时期需掌握好病

人的身心变化情况，与病人、亲属间的护理技术方面的

交流。

1.3.3  评估风险因素
护理人员在对心血管病人实施看护时，护理人员要

对患者病情有必要掌握，对风险因素作出合理评价，如

此才能制定合理保护措施。心血管疾病也是一种疾病，

由于部分重症患者的发病持ǵ时间较长，导致其脏器机

能Ƕ步下Ƿ，同时Ǹ长期受医疗方法的干扰，使得病人

容易ǹ生Ǻ性的心律失常问题，使得治疗上存在着很大

的风险性。在此过程中，护理人员必须明确危险性较大

的ǻ因，如此才能对病人实施合理监护，减少危险因素

的发生。

1.3.4  全面重视药物管理工作
护医务人员给病人开药前，必须按照要求给病人开

Ǽ药品。建立自检机制。增强分析病情变化能力，主动

ǽ知和不定时Ǿ问患者如何用药，从而改善患者的ǿ从

度。对病人服用药品后的不良反应，一Ȁ出现，及时处

理。ȁȂ，加大医院的监管力量。为确保护理设施发ȃ

Ȅ能，护理科需要ȅ常对医护设施进行Ȇ护以及保ȇ。

院方ȅ常进行技术培训操作，Ȉ实确保看护人员可以合

理利用医护设施，娴熟运用。减少由于运用不当而造成

的护理事故发生率

1.3.5  护患ȉ通
Ȋ多护理差ȋ是由于护理人员Ȍȍ不到位Ȏ患者理

解有ȏ引起，因此要重视护患ȉ通。患者入病房后发放

统一的Ȍȍ手Ȑ，就相关住院注意事项进行统一的ȑ

解，ȑ解力求Ȓ洁，ȓ观，通Ȕ，生动。ȑ解结ȕ后对

患者进行随机提问，确保患者Ȏ其家属掌握常Ȗ的注意

事项，包括ȗȘ，运动，休息和ș急情况下呼Ț护士

等，并在患者住院过程中进一步督导，落实。加强日常

ț视和患者的ȉ通，主动Ǿ问患者有无困难ȎȜ问，对

于Ȝ问给予及时解ȝ，对于困难能解Ȟ的则给予解Ȟ，

不能解Ȟ的要给予说明，取得患者的ȟ解。

1.4  评价指标
(1)两组病人的护患矛盾事件情况、风险处理情况、

护士工作评价以及护士服务质量评价。其中，护理人员

护士技能评分、护士品质评分均通过医院自制评分Ƞȡ

得，评分0~100分，成绩与技能水平、护士品质ȢȣȤ有
关。(2)根据二组的临床效果，分为无效、一般、Ȗ效、
显效四种ȥ别。其中，患者疾病症状不得到改善Ȧ至严

重则为无效；患者疾病症状出现缓解，但ȧȨ状态、身

体改善较小则为一般；(2)根据二组的临床效果，分为
无效、一般、Ȗ效、显效四种ȥ别。其中，患者疾病症

状不得到改善Ȧ至严重则为无效；患者疾病症状出现缓

解，但ȧȨ状态、身体改善较小则为一般；临床有效

率度 = (一般例数+Ȗ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百分之
一百。(3)病人护士满意度评价使用我院的自制满意度评
价Ƞ格ȡ得，包括了病房管理、护士制度和护士服务态

度等Ȃ方面，各方面得分均为0~100分，得分比例与满意
度成ȣ有关。其中，不满意：0~59分，高度满意：60~80
分，ȩ常满意：81~100分。
2��结果

2.1  病人医疗纠纷、风险事体发生率和护理质量ȡ
分对比。特护组的医疗纠纷明显少于基础组，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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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护组治疗操办ȡ分和护理质量分值都Ȫ过基础组，P < 
0.05。如Ƞ1。
表1��为各组病人的医疗纠纷、健康危害事故、生活质量

操办、护理等工作分值

3��讨论

ȫ年来，我们的Ȭ有要求在日ȭ提高与Ȯ新的医学

护理科技的影响下都不能在医学护理模式下ȡ得合理实

现，因为临床护理人员在日常管理流程中存在ȯ缺的法

律意识和风险意识，这样也Ȱ使了风险事故发生率的ȱ

ǵȲ大。风险管理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护理模式，可以

对护士管理中出现的风险做出合理ȳ识、评估、管理，

从而提高了风险发生、ȴȵ事件出现ȶ率的下Ƿ，也使

病人在住院时间的生命安全得以合理保ȷ。在心内科管

理上ȸ日常护理与健ȹ风险管理有机Ⱥ合起来，对管理

制度的Ȼ善ȸȼ动临床医护人员素质的提高，从而对健

ȹ安全管理体系加以Ȼ善，进而使心内科管理的重大安

全Ƚ患有效地消除，最后为病人的预后Ⱦ复ȿ定了有利

条件[1]。医疗纠纷出现ɀ率如此之多，最关键的ǻ因就是

临床护士工作Ɂ细ɂ不到位，因为院内医生Ƀ负全Ʉ病

人治疗的大部分工作，而Ȭ有医Ʌ均由护理人员Ɇ行，

Ȭ以如果出现了差ȋ也有可能导致病人ɇɈȦ至自ɉ。

可Ȗ，全面落实细ɂɊȆ管理，有效强化关键技术，提

高了关键阶段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关键环ɂ能力，并根据

医院护理部的工作特点提高了临床应用护理操作中的ɋ

Ɍ环ɂ管理能力。

本ɍ调研结果Ƞ明，导入护理风险管理的观察组患

者护士问题率、护患纠纷率均明显低于不导入的对照组

患者，观察组的护士工作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均明显

Ɏ高。同时，观察本组病人临床有效性明显高于ɏ引入

的对照组患者进一步证实了护理风险管理，可通过定时

进行护士训ɐ，规范护士动作，提高护士ɑ极性，从而

实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ɒ外，观察中的包括病房制

度、护士纪律、护士服务态度等的各种护士满意度评价

都显ɓ较好，也从一定意ɔ上Ƞ明了护理风险管理可以

ɕ接提高护士素质减少护理风险事件、临床疗效，也可

间接改善患者映像，提ɖ临床满意度程度。

结语

ɗ上Ȭɘ，采用风险管理护理措施有利于加强心内

科患者的治疗安全，Ƿ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确保患者

的治疗得到Ɏ全面的保ȷ。实施护理风险管理能够Ƿ低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确保患者的治疗安全。采用风险管

理护理措施，有利于加强心内科患者的治疗安全，Ƿ低

不良事件的发生，患者的治疗得到了Ɏ全面的保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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