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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在呼吸科护理安全管理中应用现状
甄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本文对呼吸科存在的护理危机因素、护理危机管理策略现状进行探讨，以期为危机管理在呼吸科护理安全管理中推广应用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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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程度普遍提升，人们对
于法律及维权意识也逐渐增强，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也逐
年递增。研究显示[1]，14%的危机是无法预防的，剩余的危机在出
现前都发出了预报，所以危机管理在护理安全管理中尤为重要。 
1 危机管理的概述   

危机管理是为应付各种危机情境所进行的规划决策、动态调
整、化解处理、员工训练等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
机所带来的威胁[2]。危机管理模式分 4 部分，分别是危机前预防、
危机前准备、危机爆发期应对和危机结束期恢复，即 PPRR[3]。研究
显示，在呼吸科护理安全管理中实施危机管理，能够有效的降低危
机事件发生率[4,5,6]，提高科室护理人员危机意识和危急处理能力[4]，
提高科室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6,7]，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6,7,8]。 
2 呼吸科存在的护理危机因素   

①患者因素：多为老年人，行动不方便，生活自理能力 
差，易出现跌倒、坠床等安全隐患[9]。②疾病因素：呼吸科疾

病发病急且进展迅速，且多数合并有多种疾病，给护理工作增加了
难度[9]。③护理人员因素：临床中低年资护士缺乏呼吸机使用、气
管插管病人护理的相关专科护理技术；呼吸科护理人员数量不充
足，患者得到的护理服务不能精细化，对于这些医疗设备的故障处
理方法掌握不足。④突发事件因素：如临床中突然停电后气管插管、
呼吸机使用、心电监护等危重患者的应急处理等。⑤其他因素：如
临床中工作量大、护理人员配备不足，导致对患者解释不够全面及
容易出现护理差错等。⑥药物因素：呼吸科所用药物较多，每种药
物的服用方式、服用剂量、用药频率、禁忌等都不同增加了护理的
难度[10]。 
3 危机管理理论在呼吸科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3.1 危机前预防   

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危机管理相关的理论，明确危机事件的内
涵，对科室内可能造成危机的因素进行评估。制定危机事件发生的
防范措施和应对措施。加强护理人员法律法规及人文礼仪的培训，
提高护士的交流沟通能力，体现人文关怀。以安全隐患、护患纠纷
的事例警戒护士，通过护理查房及疑难病例、特殊病例的学习讨论，
总结经验以加强责任心和护理技能[9]。加强护士工作中思考与专业
判断，了解各项医嘱的目的后方可执行，对于有疑问的医嘱需要向
上级医师请示；在执行治疗及护理操作时，需核对患者手腕戴的个
人信息，并行 SPD 手机扫码确认，做到两种以上的身份识别方法；
针对科室每月的安全隐患进行原因分析、得出整改措施，进行全科
人员的学习。控制危机出现的细节管理，通过增设定时器、制作不
同颜色的警示卡片或提示牌确保护士在治疗用药过程中出现纰漏
[9]。对于编制不足等情况，加强备班制确保临床应急工作。在班次
安排上采取新老搭配、弹性排班原则。对于病房有高危防跌倒/坠床、
防压疮、防拔管及防走失的患者做好一览表、手腕带、床头及床尾
等醒目标识。 

3.2 危机前准备 
根据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有针对性的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

应急策略、解决程序。培养科室护理人员的危机意识。首先要明确
护理人员自身的职责，化“被动”为“主动”。在进行药物治疗过
程中，采取双人监督制，防止在药物分发和药物服用出现错误。对
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理论及操作技能培训与考核[6]。定期模拟各种突
发场景，对护士进行培训并考核消防栓、灭火器、手动照明器等设
备的使用，以及遇到突发 水灾、火灾等情况时患者的疏散等，增
强护士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9]。 
3.3 危机发生应对   

如发生危机事件，护理人员要及时上报，按照制定的应对措施
积极处理，防止危机的扩大。管理者要及时进行风险评估，时时掌
握危机发展动态，与患者及其家属做好沟通工作，与患者家属商讨
解决方案[6]。 
3.4 危机后恢复   

科室管理者要在充分保证患者利益的情况下做好善后工作，找
出危机发生的原因，按照责任追踪制[5]，进行相应的处罚。及时就
危机事件在科室内展开讨论和总结，防止同类危机事件的再次发
生，同时完善已经制定的管理制度中存在的漏洞[6]。 

危机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将危机管理运用到临床护理
工作中，不仅可以规避许多护理风险，也将很多危机消灭在萌芽状
态，降低护理差错，避免护患纠纷，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提高患者
及家属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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