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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李琳玲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0 四医院苏州医疗区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目的：探究分析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临床护理的呼吸内

科患者 100 例进行研究分析，将参与研究的患者分成对照组 50 例和研究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管理进行干预，研究组患者采

取风险管理进行干预。观察两组患者临床风险事件发生几率以及护理效果等结果比较。结果：研究组在风险管理的临床护理模式干预下，临床

疾病风险发生几率明显降低，且临床护理效果显著，和对照组结果比较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呼吸内科护理管理工作

是有效保障患者在院治疗期间生命质量以及生命安全性，因此给予风险管理是相当必要的，在临床上具备广泛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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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是医疗服务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管理是针对护理

管理流程以及护理工作中可能出现导致患者发生残障或者是死亡风

险的一种预防性护理管理。呼吸内科属于临床上重要科室之一，且病

患群体主要集中为中老年人为主，科室病人流量大，传染性高，导致

临床护理干预存在较高的风险性，因此基于风险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一

项防御措施[1]。本文探究分析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临床护理的呼吸内科

患者 100 例进行研究分析，将参与研究的患者分成对照组 50 例和研

究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管理进行干预，研究组患

者采取风险管理进行干预。其中，研究组男性患者一共 29 例，女性

患者一共 21 例，患者生理年龄均在 55～70 岁之间；参照组男性患者

一共 27 例，女性患者一共 23 例，患者的生理年龄均在 60～75 岁之

间。根据临床相关调查结果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相

比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管理进行干预。研究组患者采取风险管

理进行干预：成立护理小组，小组成员主要有护士、病房区护士长以

及呼吸内科医生等人员组成，针对临床呼吸内科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

因素进行评估分析，并根据临床疾病患者实际情况以及医院医疗现有

条件等制定出相关护理方案进行干预，加强对患者病房的日常巡查管

理力度，并检查督促护士日常护理工作质量，并进行考核评估。完善

临床风险管理相关制度：从护理流程、临床应急方案以及日常护理措

施等方面综合完善风险护理管理规章制度，有效降低风险因素的发生

几率。加强护理团队的护理技能：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护

理知识培训大会，不断学习新的临床疾病知识以及护理知识，强化护

理技能，以有效熟练掌握护理知识和护理技巧，提升自身综合素养[2]。 

1.3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风险事件发生几率以及护理效果等结果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风险事件发生几率 

研究组患者风险管理干预下，临床患者出现风险事件的仅有 2

例，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4%；对照组在常规护理模式干预下，临床患

者出现风险事件的有 11 例，风险发生率为 22%；研究组结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且结果之间的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 

研究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显效 29 例，有效 19 例，无效 2 例，临

床护理总有效率为 96%；对照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显效 18 例，有效

21 例，无效 11 例，临床护理总有效率为 78%；研究组结果明显优于

对照组，且结果之间的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3. 结语 

  呼吸内科属于临床上的慢性疾病之一，临床疾病具有发病急、

变化快、病情重以及多并发症等特点，因此在临床治疗干预过程中会

带来很大难度，加上患者自身疾病病情、临床护理流程及相关护理人

员等均有可能引起风险事件的发生，冥想将医院感染等风险事件发生

几率大大提高了。医院服务宗旨是以人为本，给予患者最优质的医疗

服务以及护理服务，保障患者生命安全以及生命质量为工作核心，因

此临床呼吸内科护理工作中融入风险管理发挥着重大作用。风险管理

能有效加强患者自身风险意识，同时增进护理小组的护理知识和技

能，能有效给予患者有效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风险因素，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给予患者良好的预后效果，明显减少了临床上风险事件

发生。经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在风险管理的临床护理模式干预

下，临床疾病风险发生几率明显降低，且临床护理效果显著，和对照

组结果比较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所述，通过

风险管理，可实现对呼吸内科护理资源的整合，且能够通过对既有护

理风险因素的分析，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且能够进一步提

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与护理能力[3]。呼吸内科护理管理工作是有效

保障患者在院治疗期间生命质量以及生命安全性，因此给予风险管理

是相当必要的，在临床上具备广泛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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