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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风险管理在胃肠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以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180 例肠胃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每组各 90 例的对照组与观察组，前者实施常规护理，后者在此基础上加强风险管理，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结

果 观察组 97.78%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85.56%的护理满意度（P＜0.05）。结论 对胃肠外科患者实施风险管理能提升患者满意度，

具有极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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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饮食结构及生活环境不断变化的今天，胃肠疾病作为当今社

会的高发疾病，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较大，其发病率不仅逐渐递

增，且呈低龄化分布，与人们饮食习惯及作息习惯有着较大关联，

给工作及生活造成不良影响，使得患者生活质量直线下降。风险管

理是指在患者接受治疗的期间，在制度管理规范下，对可出现的危

险因素进行防范，最大程度降低风险发生率，促使患者早日康复[1]。

由于胃肠外科疾病反复无常，护理工作繁杂，易疏忽，导致风险事

故发生，使得护患矛盾激发，不利于护患关系的维护，因此，实施

风险管理需求较大。本次研究中，将 180 例肠胃疾病患者分成两组

后，分别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具体如下所

示：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以 180 例肠胃疾病患者为对象，就诊自 2018 年 7 月

到 2019 年 7 月期间，将两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平分，分

成每组各 90 例的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基本资料统计如下：对

照组男性/女性：48/42 例，年龄最小/年龄最大：23/68 岁，平均年

龄（43.49±3.62）岁；观察组男性/女性：49/41 例，年龄最小/年龄

最大：25/69 岁，平均年龄（43.51±3.59）岁。将两组患者的基线

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显示协调性良好（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根据科室制定的规章制度，按照流程实

施护理工作，完成相应的检查及治疗工作，全程遵医嘱执行。 

观察组加强风险管理，注意为：①成立专门的肠胃外科风险护

理小组，根据科室实际情况，制动合理的风险管理制度，并对风险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定期组织小组成员召开风险会议，及时指出其

中存在的问题，并讨论最终解决的方法，全面提升护理质量。②加

强专业知识培训，定期组织小组成员，对其专业知识进行统一培训，

促使其专业技能得以全面提高。③风险评估，患者入院治疗后，结

合其疾病症状及既往病史，对其疾病风险进行评估，及时制定出合

理的护理计划，采用统一风险评价表，对风险程度进行划分，采用

5 分制，分数越大表示风险越高，根据评分情况采取护理措施，使

得风险得以降低，减少医疗事故发生。④加强风险意识：定期对护

理人员风险意识进行培训，全面提高其风险意识，制动科学的护理

流程，按照流程执行护理计划，尽可能减少意外情况发生。 

1.3 观察指标 

满意度：由本院护士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本院开展的

风险管理效果进行调查，患者如实填写满意度量表，选项有非常满

意、满意、一般和不满意，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人数/

总人数。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纳入到 SPSS20.0 的 Excel 表中，进行对比和检验值

计算，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如总满意度，当 P＜0.05 为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观察组 97.78%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85.56%的护理

满意度（P＜0.05），详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90） 31 35 22 2 88（97.78） 

对照组（n=90） 24 30 23 13 77（85.56） 

X2     5.402 

P     ＜0.05 

3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环境的不断恶化，各种类型疾病

患病人数剧增，不仅增加医疗负担，还使得护理质量受到影响，面

对不断增涨的病患，在护理人员有效的情况下，提高护理质量，加

强风险管理，对于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有着积极作用[2]。风险管理是

医疗水平发展的产物，通过建立专门的胃肠外科风险护理小组，对

风险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监督，使得护理质量得以提升，通过加强专

业知识培训，使得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得以提高，并对风险加以评估，

对风险程度进行划分，根据评分情况采取护理措施，使得风险得以

降低，通过定期风险意识的培训，使得护理人员风险意识得以提高，

有助于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3]。本次研究的观察组在实施风险管理

后，患者的满意度极高，获得患者较好的评价。 

由此可见，对胃肠外科患者实施风险管理能提升患者满意度，

具有极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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