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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对神经外科护理工作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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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探讨风险管理对神经外科护理工作的影响。方法：将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295 例患者与在该科

室工作的 34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自 2019 年 1 月起，该医院的神经外科对护理工作进行风险管理。将 2018 年度该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620 例患者设为常规管理组（CMG 组），将 2019 年度该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675 例患者设为风险管理组（RMG 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风

险事件的发生率及其对护理质量满意度的评分。结果：RMG 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低于 CMG 组患者，P＜0.05。RMG 组患者对基础

护理、重症护理、病房管理、急救管理和消毒隔离质量的满意度评分均高于 CMG 组患者，P＜0.05。结论：对神经外科的护理工作进行风

险管理可显著降低患者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提高其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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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主要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主治因外伤引

起的脑部、脊椎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和植物神

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外科。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多存在意识、感觉、运

动等功能存在不等程度障碍，病情较为严重且发展迅速同时合并诸

多并发症，由于患者及家属对病情、病程理解不当对治疗方案产生

质疑甚至否定，此类情况下护理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增加医疗

风险的发生率，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护理工作的有序性维护

医院声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295 例

患者与在该科室工作的 34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在这 34 名护士中，

有男 2 例，女 32 例；其年龄为 22～47 岁，平均年龄为（34.46±3.58）

岁；其工作年限为 1～22 年，平均工作年限为（11.21±2.34）年。

将 2016 年度该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620 例患者设为 CMG 组，将

2017 年度该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675 例患者设为 RMG 组。在 CMG

组患者中，有男 318 例，女 302 例；其年龄为 25～80 岁，平均年

龄为（59.33±3.72）岁；其住院的时间为 10～43d，平均住院时间

为（16.25±3.47）d。在 RMG 组患者中，有男 344 例，女 331 例；

其年龄为 23～83 岁，平均年龄为（58.94±3.60）岁；其住院的时

间为 8～45d，平均住院时间为（16.74±3.69）d。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相比，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本次研究中患者的纳入标准是：1）在神经外科接受住院治疗。

2）年龄≥18 岁。3）临床资料完整。4）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患者

的排除标准是；1）入院前存在严重感染或肝肾功能不全。2）无法

配合完成问卷调查。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管理,主要为依据病情特点给予对症

护理、病情监测、基础护理、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等。观察组患者

给予护理风险管理,主要措施包括如下几点：①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团

队。成立由护士长担任团长,高年资护士、责任护理组长、责任护士

为组员的护理风险管理团队,集中开展护理风险管理工作,全面统筹

科室的护理风险识别、评估、护理措施制定和调整工作。②加强安

全教育,提高全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定期组织全科护士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进行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考核；以本科室过去的经

典护理风险事件为例进行总结,开展安全教育,提高护士的护理风险

意识。每月进行一次护理风险事件的总结,并讨论防范对策。③加强

护患沟通和风险告知。将本科室常见的渗液、意外跌倒、坠床、压

疮、烫伤等常见风险事件编制成海报或宣传单,粘贴在病区醒目的位

置,发放给患者和家属,指导患者和家属入院后仔细阅读,指导家属一

旦发现风险事件的苗头,立即通知医护人员。加强与患者的交流沟通,

告知护理计划等,获得患者和家属的配合,减少风险事件。④完善护

理风险管理程序。以预防护理风险事件为目标,完善现有的各项操作

规程、查对流程、交接班制度、分级管理制度、应急处理机制等,

并由专门的人员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经常检查,及时发

现潜在的风险,妥善处理。⑤常见风险事件的预防护理。需使用约束

带的患者加软枕或软垫,严密观察,合理调节约束带的松紧度,预防压

疮等意外事件发生；定时对患者翻身,对受压部位进行减压护理；留

置管道的患者使用管道识别标识,妥善固定防止脱落,保持引流通

畅；长期卧床患者定时翻身叩背、按摩下肢等,预防压疮、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将意识障碍、精神异常、高龄患者作为夜间高风险护

理对象重点观察,加强夜间巡视管理。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护理风险事件包括压

疮、跌倒、坠床、烫伤、误吸、导管滑脱等。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

调查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情况。此调查问卷包括基础护理、

重症护理、病房管理、急救管理和消毒隔离共 5 项评分指标，每项

评分指标的最高分均为 10 分，患者的评分越高，表示其对护理质

量越满意。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比较 

在 RMG 组患者中，发生导管滑脱的患者有 3 例，发生跌倒的

患者有 2 例，发生坠床的患者有 1 例，其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为

0.89%（6/675）。在 CMG 组患者中，发生导管滑脱的患者有 6 例，

发生跌倒的患者有 4 例，发生坠床的患者有 2 例，发生烫伤的患者

有 3 例，发生误吸的患者有 1 例，其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为 2.58%

（16/620）。RMG 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低于 CMG 组患者，

χ²=5.485，P＜0.05。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满意度的评分 

RMG 组患者对基础护理、重症护理、病房管理、急救管理和

消毒隔离质量的满意度评分均高于 CMG 组患者，P＜0.05。 

3 讨论 

护理风险管理为神经外科护理管理的重点内容，要求以常见的

护理风险为对象，通过预防风险的方式提高护理安全性及护理质

量。管理期间，由科室护理人员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由护士长

负责带领小组成员预防护理缺陷，能够有效提高管理的规范性，提

高小组成员的护理质量，提高管理效率。由小组成员共同分析风险，

有助于提高风险分析的全面性，避免出现遗漏，进而提高预防计划

的完善性，避免出现遗漏。这对于神经外科护理缺陷发生率的降低，

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低，是导致护理缺

陷发生率高的主要原因。由科室组织护理人员参与培训，能够全面

提高其理论知识掌握水平，提高其操作技能。此外，培训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还可认识到保持良好护理态度的重要性，使其法律意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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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强，使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得以体现。因此，培训同样能够改
善护理人员的护理态度，提高其护理能力。跌倒及坠床为神经外科
常见的环境护理缺陷，多由环境质量差所导致，由护理人员通过保
持环境清洁、设置警示牌等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能够有效排除各
项危险因素的影响，对上述风险发生率的降低具有重要价值。 
结语 

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指的是个人或组织机构通过识别
风险、估测风险、评价风险并选择多种有效措施有效处理风险损失，
以最小的成本收获最大的安全保障的决策过程。神经外科的护理风
险较高，例如：患者情绪过激与护士出现争吵，置管患者导管意外

脱出以及擅自离院病情恶化家属索赔等，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护理
人员可以通过以往不良护理事件以及工作中新发现的护理隐患进
行分析总结，成立护理管理小组并讨论制定相关风险管理方案，并
不断接受学习教育加强安全管理意识优化护理流程，降低院内风险
事件发生率改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罗华.品管圈活动在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
析[J].全科护理,2018,15(26):3295-3297. 

[2]张芬华.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分
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66):254，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