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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应用在冠心病专科护理管理中的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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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在冠心病患者专科护理管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的效果。方法：在 2021年 7月~2022年 7月期间选取 80例

冠心病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风险管理，对比患者临床数据。结果：研究组经护理后对于冠心病

知识的掌握水平更高；研究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研究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价值（P<0.05）。结论：在冠心病患者专科护理管理中，风险管理可以有效提升患者护理期间的风险识别与规避能力，

对于患者康复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模式值得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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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risk management in specialized nursing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2, 8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research group with risk management.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knowledge level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as higher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The
study group had a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The study group had highe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fter nurs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specialized
nursing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voidance ability of patients during nursing, and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work. This model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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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心

血管疾病在临床过程中的发病率出现了相应的升高，其对人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影响[1]。其中，作为心

内科的多发病与常见病，冠心病可对患者心脏功能造成不良

影响，若不能及时加以控制，则患者可出现胸闷、憋闷以及

心前区疼痛等一系列的临床症状，继而对患者生活水平造成

了不良的影响[2]。与此同时，从预后的角度分析，该病若不

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则可增加患者出现心力衰竭与心肌梗死

等问题的几率，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生命安全。基于此，大批

医护工作者对于患者护理期间的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和总

结，同时制定了相应的优化措施，希望有效帮助患者规律护

理期间的潜在问题，从而促进患者健康的持续优化[3]。本文

针对在冠心病患者专科护理管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的效果进

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一、材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在 2021年 7月~2022年 7月期间选取 80例冠心病患者

分为两组，对照组男 24例，女 16例；年龄 37~75岁，平均

（61.45±3.65）岁；研究组男 27例，女 13例；年龄 38~76

岁，平均（61.47±3.71）岁；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次研

究内容表示知情同意。差异无统计学价值（P>0.05）。

2.方法

（1）对照组 应用常规护理，相关内容包括：①做好

康复要点的及时告知。②遵医嘱发放治疗药物，并说明药物

用法用量与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方法。③密

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④及时对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疑问

给予解答。

（2）研究组 应用风险管理，相关内容包括：①优化

患者风险防范意识：医护工作者在临床过程中能及时就冠心

病及其相关知识进行充分说明与宣教，帮助患者及时做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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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病情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的及时了解和充分识

别，促进患者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的稳步提升[4]。②强化医

务工作者职业素养：定期开展医务工作者专题培训，强化其

医护工作知识、医疗器械操作能力以及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

③创建并完善风险管理监督机制：在护理工作开展期间，应

及时结合患者实际诉求对于护理工作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及

时发现和积极应对，有效确保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安全性。④

做好生活注意事项告知：冠心病的病情与患者情绪激动、不

当饮食以及过劳等因素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

日常生活中，应及时对于生活注意事项进行告知与说明[5]。

具体来看，在心理状态方面，应及时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情绪

疏导，帮助患者有效实现对于情绪自控能力的提升，避免情

绪的剧烈波动。在饮食方面，应引导患者建立科学的膳食习

惯，有效实现对于新鲜食材的合理搭配，积极加强对于水果、

蔬菜以及谷物的摄入量，同时践行清淡膳食原则，避免患者

食用生冷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在运动问题上，应引导患者根

据自身体质选取科学的体育运动项目，建议以散步、慢跑、

游泳以及太极拳等轻缓体运动为主。

3.观察标准

（1）患者冠心病知识掌握水平 采用问卷评估，得分

越高表示掌握水平越好。

（2）患者不良事件率 包括管路阻塞、坠床、跌倒以

及心血管意外。

（3）患者生活质量 采用问卷调查，得分越高证明生

活质量越好。

（4）患者护理满意度 依据患者态度分为满意、基本

满意以及不满意。

4.统计学方法

选取 SPSS22.0计算患者数据，以 P<0.05，表明差异具

有统计学价值。

二、结果

1.患者冠心病知识掌握水平对比

研究组经护理后对于冠心病知识的掌握水平更高

（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冠心病知识掌握水平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62.85±3.58 92.99±3.53
对照组 40 62.98±3.71 83.65±3.47

t - 0.159 11.934
P - 0.874 0.000
2.患者不良事件率对比

研究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不良事件率

组别 n 管路

阻塞
坠床 跌倒

心血

管意

外

不良事

件率

（%）

研究

组
40 1 0 0 0 2.50

对照

组
40 4 0 1 1 15.00

χ2 - - - - - 3.914
P - - - - - 0.048

3.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生活质量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73.30±4.45 90.47±3.74
对照组 40 73.22±4.25 83.66±3.65

t - 0.082 8.242
P - 0.935 0.000
4.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见表 4。

表 4 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总 满 意

（%）

研究组 40 22 16 2 95.00

对照组 40 12 20 8 80.00

χ2 - - - - 4.114

P - - - - 0.043

三、讨论

在心内科临床过程中，冠心病是医务工作者作为常见的

一类问题，在临床过程中，该病与患者冠状动脉狭窄与堵塞

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性，且其目前尚无彻底治愈的方法，

因此，多数患者在生活中往往需要通过服用药物与调节自身

生活习惯的方式对于自身的病情加以控制，从而有效促进心

脏功能的合理改善。在患者临床过程中，良好的护理干预可

以帮助其充分实现对于潜在风险的合理规避，对于患者健康

的恢复具有重要价值[6]。总的来看，患者风险管理应从两个

角度入手，一方面，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自身职业素养

的持续提升，从而有效做到护理过程中各个细节操作都能落

实到位。另一方面，其应及时做好对于患者的合理管控，帮

助患者了解冠心病知识及相应的护理技巧，确保患者可以有

效提升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在患者临床护理期间，医护工

作者应从患者生活中的各个角度入手对其展开护理，从而有

效促进护理工作的充分延伸。实践表明，通过及时关注患者

病情并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症状对于冠心病风险进行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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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可以帮助患者进一步深化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和

认知水平，对于患者护理期间合作的持续提升还有帮助[7]。

在此基础上，通过告知患者一些相应的护理技巧和知识，医

护工作者可以帮助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做好对于生活习

惯的科学调整，有利于实现患者护理要点的持续优化与充分

改进。实践表明通过有效促进患者情绪自控能力的提升，医

护工作者可以帮助患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有效做好对于情

绪的合理把控，降低了情绪大幅波动导致的冠心病并发症风

险[8]。与此同时，通过对于护理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合理告

知，医护人员可以确保患者在输液期间有效避免不必要的移

动，从而降低了管道堵塞、打结、脱落等问题的发生几率，

有利于确保药物的合理输注，对于患者病情的控制同样很有

帮助。与此同时，相关管理工作可以进一步强化患者在疫后

生活中的自护能力，从而降低了不良事件问题的发生几率，

有助于促进患者病情的妥善控制，对于患者预后健康水平的

持续提升与生活质量的合理改进具有积极作用。大量临床报

道指出，在风险管理模式的辅助下，患者在护理期间出现不

良事件的几率明显降低，这一点与本次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

一致性。

本次研究结果指出，通过风险管理的应用，患者对于冠

心病知识的掌握水平有所提升，其有利于帮助患者强化自护

意识与自护能力，基于此，其不良事件率显著降低，且患者

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指标均有所改善。

综上，在冠心病患者专科护理管理中，为了促进患者身

心健康的保障，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风险管理工作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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