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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隐患及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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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护理风险是影响护理安全乃至护理质量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在治疗还是护理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护理风险，血液科患者往往需要

输血治疗，静脉输血的风险性较大，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的概率也较其他科室明显增加，如果不做好相关的护理安全管理工作，就可能影响

患者的健康及生命安全。为了更好的提高临床护理质量，降低护理风险，文章详细分析了血液科护理风险因素，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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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普及，人民群众文化

素质不断提高，患者法律意识逐渐增强，遇到问题寻求法律途径已

逐渐成为人们的常识，而非仅凭经验与个人道德观。近年来，医疗

纠纷事件多见诸报端，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一旦发生护患纠纷，

若医院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则将处于被动地位，并涉及法律责任与

赔偿问题，甚至影响医院声誉。同时，护理人员的法律观念远不能

达到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提高护理人员对日常工作中相关法律

问题的认知，强化护理队伍的法律意识十分重要。现将血液科病区

护理工作中存在且常见的法律问题隐患及对策阐述如下，以期为护

理人员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履行自身职责、为患者提供优

质服务提供帮助。 

1 护理操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 
1.1 执业的合法性 

当前社会医疗资源紧张，护士岗位流动性大，许多护理岗位出

现空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进展，患者数目不断增多，部分医

院护理人力不足，甚至出现医护比例倒置的现象。在此种情况下，

极易出现护理人员未经执业注册、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却从事护士

工作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

“凡申请护士职业者必须通过国家卫生部统一职业考试，取得《护

士执业证书》”，第十九条也指出“未经护士职业注册者不得从事护

士工作”。不少护理人员对执业注册的认识不明确，将执业证书与

执业注册等同，认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者即可

从事相关护理工作，从而出现违法执业行为。护理医学生在毕业前

夕往往被要求参与临床护理实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护生并没有

独立进行护理工作的权利，需在带教护士指导下进行护理工作，在

此情况下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可不负法律责任；若护生擅自独立操作

给患者造成损失，则需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研究发现，不少护理人

员认为，护生在实习期间造成的差错由带教老师承担，也体现了护

理人员对相关法律认识的不足。 

1.2 输血安全涉及的法律问题 

输血是许多危重患者的治疗手段，但输血给患者带来治疗福音

的同时也存在引发输血不良反应和传染病的隐患。尽管对献血者及

其血液进行了相关检查，但由于“窗口期”的存在与当前医疗检测

手段的局限性，输血尚未到达“零风险”。若患者因输血被感染而

提起诉讼时，法律首先认定的责任方是供血和用血的医疗单位。若

护理人员在患者输血前对患者血液与待输血的血样进行交叉检测，

同时采集多位患者血样导致弄错血标本,对无家属签字的无意识患

者进行紧急输血未上报，则已违反《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极有可

能引发输血纠纷。 

1.3 渎职问题 

护士在执业过程中，不论何种原因未能做到专心履行本职工作

而引起客观上的严重后果（包括导致患者残疾甚至死亡），即为渎

职，该护士要被追究渎职罪。如止血带过紧或使用时间过长导致患

者局部肢体组织缺血坏死等。新《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指出，因

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

健康，处 3 年有期徒刑或拘役。 

2 血液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隐患的解决措施 
2.1 强化证据意识 

护理工作的严谨性要求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不断提高，尤其当

今护士面临举证倒置的形势，对于临床护理行为更是多了一份证据

责任，每次护理行为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因此，护理人员应学习

从法律的角度看待护理工作，尤其对工作中存在的法律隐患问题加

以改进。对可能引起护患纠纷的现象进行分析整改，对一些关键性

的操作需及时留有详细护理记录。进行创伤性护理操作时，应首先

让患者或监护人在记录上签字，建立健全证据系统，避免陷入举证

困难的局面。 

2.2 加强心理护理 

在护理工作过程中，患者出现心理障碍是最为常见的，同时心

理障碍也会严重影响整体疗效。对此，护理人员应当尽可能和患者

进行沟通，掌握患者的具体心理状况，并针对患者的异常心态进行

针对性的教育，例如对治疗缺乏信心的患者应当给患者介绍近期相

关疾病患者痊愈的案例。对于疼痛患者，可以采取转移注意力的方

式，例如谈话、下棋等，必要时候可以给予止痛药，尽可能降低患

者的疼痛感。微笑是医患关系良好构建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人性

化服务的根本与基础，在博取患者信任方面有着明显的作用和价

值。护理人员在仪容仪表、语言、语气等方面，需要尽可能降低对

患者的情绪负面影响，在患者情绪较好时，可以适当的以一些愉悦、

欢快的语言进行沟通，在患者情绪低沉时，可以以一些鼓励、鼓舞

的语言进行引导。 

2.3 管理人员加强安全管理 

近年来，医疗技术水平飞速发展，而医疗管理现状滞后，不能

与治疗水平相适应，隐藏诸多风险与管理盲点，加上患者对医疗服

务要求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疗安全管理面

临严峻考验。护理管理者应提高安全管理意识，查找安全管理中的

盲点与缺陷。根据实际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

度、操作流程与质量标准，提高整体护理质量与防范风险的能力，

保障护理操作、用药、环境、感染控制等多方面护理安全。同时，

应通过合理安排护理人员编制及岗位，调配好人力资源，杜绝无证

上岗现象。 

结语 
法律法规是各项活动开展的底线，也是医疗工作的生命线，因

此，护理人员在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必须重视并熟悉相关法

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在临床工作中做到知法、守法、用法，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

而护理管理人员应加强安全管理，保证护理质量的同时，减少护患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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