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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护理风险及对策 

赵雪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朝阳  100029） 
 

摘要：目的：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对心内科护理工作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寻找相关解决对策。方法：选取我院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诊治的 72 例心内科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对其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结果：护理沟通不到位、护理服务不到

位、护理记录不完善、护理专业水平较低以及护理安排不合理，这五项因素为心内科护理风险因素。其中护理专业水平低（23.61%）风险

因素最高，护理安排不合理（2.70%）风险因素最低。结论：根据本次风险因素调查分析后，心内科应在今后护理中加强护患沟通，提高护

理服务质量，完善护理记录，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科学安排护理工作，以此拉近护患关系，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依从性，从而提高心内

科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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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飞速发展，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

医院应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护理风险，完善风险护理防御措施。

由于心内科与医院其他科室不同，需要拥有极强的专业性，其护理

风险也要比其他科室有所增加，因为心血管患者常常在极短的时间

范围内出现病情恶化且来势凶猛，致使整个医疗护理过程始终都处

于风险当中，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护理，并依照不同的护理风险采用

不同的护理防范措施，对心内科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以 72 例心内科患者为研究对象，男性 42 例，女性 30

例；年龄 17~72 岁，平均年龄（46.27±12.45）岁。其中心绞痛患

者 31 例，心肌梗死患者 23 例，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18 例。 

1.2 方法 

本次研究以 72 例心内科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护理病历

进行回顾性分析，找出心内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并寻求行之

有效的改进措施。 

1.3 临床观察指标 

利用本院自制的问卷调查表对 72 例研究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寻找心内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我院 72 例心内科患者在护理中存在的风

险因素主要有：护理沟通不到位、护理服务不到位、护理记录不完

善、护理专业水平较低以及护理安排不合理这五项。其中护理专业

水平低（23.61%）所占的风险因素最高，护理安排不合理（2.70%）

所占的风险因素最低。 

表 1  心内科护理风险因素分析表 

风险因素 例数（n） 所占比例（%） 

护患沟通不到位 6 8.33% 

护理服务不到位 3 4.17% 

护理记录不完善 8 11.11% 

护理专业水平低 17 23.61% 

护理安排不合理 2 2.70% 

3 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总结本院心内科护理中存在的

风险因素，并针对每项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其内容如下： 

3.1 心内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 

3.1.1 护患沟通不到位 

心内科患者在发病期间病情发展速度较快，且来势凶猛复杂。

患者与患者家属自身缺乏专业医学护理知识，不了解心内科疾病的

病因以及正确救治方式，甚至有些患者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

不能积极配合心内科护理人员进行疾病治；还有的患者以及患者家

属不了解心内科疾病的护理工作，对患者诊治效果赋予较高的期

望，一旦患者病情出现恶化，就片面认为医生诊治技术较差，或者

护理人员缺乏专业护理等情况，并将病情恶化当做医疗事故将责推

给医院，导致医患关系紧张。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患者

以及患者家属不了解心内科疾病病情，护理人员没有与患者进行积

极沟通，致使患者不信任医护人员，不能配合疾病治疗工作，从而

造成患者病情延误，加剧医患矛盾[1]。 

3.1.2 护理服务不到位 

心内科护理与其他科室护理不同，由于心内科患者发病快病情

重等因素，所以心内科在医疗、护理方面都有着极高的要求。然而

医院人员编制有限，人力成本较大等相关因素，导致医院没有重视

心内科护理工作，并在人员配置方面护理人数较少，导致心内科护

理服务不到位。除此之外，医护之间不配合也是造成护理服务不到

位因素之一。因为医生与护理人员不能予以积极配合，所以在护理

患者时，不能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开展个性化护理，使得所有心内

科患者都采用统一护理方式，大大降低护理效果。在日常护理过程

中，护理人员只是依照护理基本流程对患者进行常规化护理，忽视

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心理护理，没有对其进行人文关怀，导致患者及

患者家属对护理服务极其不满，严重影响护理质量与护理效果[2]。 

3.1.3 护理记录不完善 

记载日常护理工作内容叫做护理记录，该项记录既是护理工作

的安全保障，又是护理工作的全面体现，保证每项护理数据能够有

据可查，以便让患者及患者家属放心。另外，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的

各项护理工作予以及时记录，确保护理记录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只

有这样有效维护护患之间的利益，使其成为监督管理护理人员日常

工作的有利证明。然而，心内科在当前护理过程中，由于缺少人手，

致使心内科护理人员常常因为忙于工作而疏忽护理记录，有的则是

护理工作繁忙忽视记录数据的精准性与完整性，缺乏自我安全保护

意识，为护理工作埋下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护理记录不完善是心

内科护理工作中较为严重的风险之一[3]。 

3.1.4 护理专业水平差 

患者与医院之所以产生医患纠纷，其主要原因在于医护人员缺

乏专业素质，不能在患者突发状况时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耽

误患者治疗，使其错过最佳抢救治疗时间。由此可见，缺乏专业经

验以及治疗护理技术水平较差，也是心内科在护理过程中存在的主

要风险因素之一。为此，医疗机构在聘请护理人员时，应对前来应

聘的护理人员进行严格检查，否则不合理的护理人员则会在日常护

理中出现操作不当、工作失误以及病情检查不仔细等情况，延误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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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病情。根据本次调查研究显示，此项护理风险因是心内科护理工

作中存在的最大风险因素。 

3.1.5 护理安排不科学 

由于心内科日常护理工作较为繁重，工作量过大，护理内容过

于复杂，护理人员常常在这种高压护理下，容易出现身体疲劳、注

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导致工作失误引发医疗纠纷。 

3.2 护理风险防范对策 

3.2.1 加强护患沟通交流 

在心内科日常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依照本科室工作要求对

患者进行护理，时刻保持良好的护理态度，及时记录每项护理工作，

掌握沟通交流技巧，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定期开展培训学习了解掌

握心理学知识，学会站在患者及患者家属角度思考问题。除此之外，

护理人员还要对患者和患者家属详细讲解病情，教授患者家属护理

方法。一旦患者出现突发病情，护理人员应耐心向患者家属做好解

释工作，以此取得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信任感，增加患者依从性，

使其在治疗护理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护理人员疾病治疗工作，避免

耽误患者病情。 

3.2.2 提高护服务质量 

为了提高心内科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医院应加强护理人员责

任意识，将患者作为服务中心，禁止工作期间擅自离岗耽误救治患

者，确保患者在突发病情时护理人员应立就位，熟练掌握应急处理

方法，随时做好抢救护理工作的准备，除此之外，护理人员还要做

好护理服务工作，提高护理服务意识，定期开展各项培训检查工作。

对于患者及患者家属提出的问题，护理人员不但要耐心解答，还要

通过亲自示范教授给患者家属，并对其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予以虚

心接受，以此拉近护患关系，减少护患纠纷[4]。 

3.2.3 完善护理记录 

为了避免发生护患纠纷，加强护理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心内科

应注重护理记录，养成随时护理随时记录的好习惯。对于经常遗漏

护理记录的人员，护士长应根据本科室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机制，

并将护理记录与绩效奖金挂钩，坚持做好有奖做错有罚，以此强化

护理人员的记录意识。尤其在抢救危重患者时，心内科护理人员应

做好明确分工，委派两个护理人员同时进行记录，以此防止记录中

出现遗漏情况，增强护理人员责任感，提高抢救工作效率。 

3.2.4 强化护理专业水平 

护理专业水平是心内科最大的护理风险因素。为此，心内科护

理人员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严格遵守国家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定

期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医务人员的法律条文，从根本上杜绝护理人员

工作态度不端正的问题，通过定期学习考核，使其拥有爱岗敬业的

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优质的专业素养，从而为心内科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5]。 

3.2.5 科学安排护理工作 

护理工作要具有团队性、科学性，心内科护士长在安排工作时，

应根据本科室护理人的业务能力以及专业素养进行科学合理安排，

充分优化人力资源，要让业务熟练精湛的老护士搭配新护士，或者

根据患者需求对护理人员进行弹性排班。只有这样护理人员才能拥

有饱满的工作热情，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综上所述，心内科要想降低护理风险，就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强化护理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学习培训，从而提高心内科整体

护理水平，构建良好和谐的护理关系，提高心内科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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