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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安全护理中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防范预案的应用进行探讨。方法：于我院 2016 年 6 月~2017 年月所接受的静脉治疗患者
中随机选取 66 例为研究对象，并以患者各自选取的护理方式为依据进行了平均分组，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安全护理，给予观察组患者护理
风险防范预案安全护理，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发生护理风险的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结果：对照组的查对失误发生率和错注液体
发生率分别是 15.15%和 9.09%，而观察组的查对失误发生率和错注液体发生率分别是 3.03%和 0；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75.76%，而观察
组护理满意度是 96.97%；经过对比两组患者的各项数据值，差异显著，统计学均具有意义（P＜0.05）。结论：患者在接受安全护理的过程
中，通过应用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预防方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护理风险的几率，还可以促进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提升，
因此，在日后的临床护理中值得进行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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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治疗在临床上是极为常见的一种治疗方案，输液系统
是由大气压和液体静脉所构成的，由于该系统内压和患者的静脉压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值差，并在此作用下，可以在患者的静脉中
输入无菌溶液或药液，进而使患者的病情得到治疗和改善[1]。对此，
笔者在本文中针对安全护理中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防范预案的应用
效果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于我院 2016 年 6 月~2017 年月所接受的静脉治疗患者中随机选
取 66 例为研 

究对象，并以患者各自选取的护理方式为依据进行了平均分
组，在对照组的 33 例患者中，有 22 例男性，11 例女性，年龄在
25~55 岁之间，平均年龄是（32.1±3.6）岁；而在观察组的 33 例患
者总，有 20 例男性，13.例女性，年龄在 27~57 岁之间，平均年龄
是（35.7±3.8）岁。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
并无显著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安全护理，所包含的内容有保持病房内的
干净整洁，认 

真观察患者的治疗情况等[2]；给予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防范预
案安全护理，护理的详细流程如下： 

1.2.1 分析护理风险 
相关护理人员为了能够更好的编制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防范预

案，需要与以前 
发生的护理风险事件相结合，对导致静脉治疗护理风险发生的

原因和所占比例进行总结分析。与此同时，与相关资料相结合进而
制定良好的防范预案。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常见的原因有同时进行
两种不同药物的输注、保存药物时出现差错、查对时出现失误、液
体错注或是漏注等。 

1.1.2 指标观察 
a.对两组患者发生护理风险的情况进行观察，主要包含的内容

查对失误和 
液体错注。b.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观察，包含的内容

非常满意、满意或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
数×100%[4]。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本次研究中的相关数据，（x±s）
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使用 x²检验计数资料，当 P＜0.05 时，
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发生护理风险的情况 

两组患者均接受为期 1 个月的治疗之后，对照组的查对失误发
生率和错注液 

体发生率分别是 15.15%和 9.09%，而观察组的查对失误发生率
和错注液体发生率分别是 3.03%和 0，通过比较，差异显著，统计
学具有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75.76%，而观察组护

理满意度是 96.97%；经过对比差异显著，统计学具有意义（P＜
0.05），详情见表 2：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发生护理风险的情况[n(%)] 
组别  例数  查对失误  液体错注 
观察组  33  1（3.03） 0（0） 
对照组  33  5（15.15） 3（9.09） 

x2 2.63 
P  0.013 0.009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 

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 
观察组 33 12 20 1 96.97 
对照组 33 9 16 8 75.76 

t 4.371 
P 0.017 

3 讨论 
3.1 优化安全护理的有效措施 

3.1.1 优化管理措施 
为了减少静脉输液治疗过程中所发生的护理风险事件，医院管

理护理人员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过对责任制度的有效利用，
促进护理人员责任意识的提升，进而促进护理服务质量的提高。 

3.1.2 规范书写护理文书，增加制度执行力度的有效措施 
在进行护理文书记录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要客观、及时，

不能随便涂改，防止内容中出现主观思想，尤其是抢救危重患者的
记录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不能使用胶贴、涂改等方式将原字去除，
去除原字时可以使用双划线划去，并在修改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
字。 
3.2 编制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防范预案的意义 

为了对安全护理中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防范预案的应用效果进
行有效分析，笔者在本文中将接受静脉治疗的 66 例患者归入研究
中，并展开了合理的分析。通过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的查对失误
发生率和错注液体发生率分别是 15.15%和 9.09%，而观察组的查对
失误发生率和错注液体发生率分别是 3.03%和 0；对照组的护理满
意度是 75.76%，而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是 96.97%；经过对比两组患
者的各项数据值，差异显著，统计学均具有意义（P＜0.05）。由此
可见，应用静脉治疗护理风险防范预案所得到的临床效果明显要好
于常规安全护理，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护理风险的几率，还可以促进
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提升，进而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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