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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分析及对策

赵思思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讨论研究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开展风险预防护理工作的价值作用。方法：将 2021年 8月到 2022年 8月
期间院内的 70例心血管内科患者纳入研究范围，随机编号后利用计算机随机抽取方式划分为对照组（利用常规模式开展护理
工作）、观察组（利用风险预防护理模式开展护理工作），观察并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投诉情况、护理满意度、生

活质量评分、患者自护能力评分与自我效能评分。结果：将两组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进行处理后得出结果

P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投诉情况、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患者自护能力评分与自我效
能评分等各项数据信息均明显更具优势。结论：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开展风险预防护理工作可将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投诉率

控制在合理范围，增强患者自护能力与自我效能，对患者生活质量状态产生积极影响，为患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

【关键词】：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风险预防护理

Nursing Risk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Department

Sisi Zhao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risk prevention nursing in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Methods: 70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fter random numbering,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ursing work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l)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ursing work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risk prevention nursing model) by computer random selection.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complai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scores Self care ability score and self-efficacy score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ost nursing related data were input into the statistical system for processing,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 value

was＜0.05,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observation group's overall adverse events, complai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scores, patient self-care ability scores and self-efficac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advantageous.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risk

prevention nursing in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can control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nd the rate of complaints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enhance patients' self-care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provide

more satisfactory nurs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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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习惯发生变化，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心血管内科患者数量，包括高血压、冠心病、

心力衰竭、高脂血症、心律失常、心肌病、心肌炎、心包疾

病、风湿性心脏瓣膜疾病等，大大增加了临床治疗与护理工

作压力[1]。目前针对心血管内科疾病主要会采取药物控制与

手术方式改善患者病情，但是在实际治疗中患者自身、护理

人员等均存在一定风险，需要重视护理风险分析，寻找相应

的处理对策，才能为患者康复提供一定保障[2]。文中对 2021

年 8月到 2022 年 8月期间院内的 70 例心血管内科患者中开

展风险预防护理工作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8 月到 2022 年 8 月期间院内的 70 例心血管

内科患者纳入研究范围，随机编号后利用计算机随机抽取方

式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患者占比为 35:35，对照组

男女占比为 29:21，年龄最小 60 岁、最大 85 岁，年龄平均

值为（72.31±1.57）岁。观察组男女占比为 28:22，年龄最

小 60 岁、最大 85 岁，年龄平均值为（72.28±1.59）岁。纳

入标准：均为心血管内科患者；认知水平均达到常规标准，

意识清晰；患者、家属均在了解此次研究活动后，在相关知

情同意文件上签署了姓名。排除标准：中途退出者；同时合

并其他严重疾病者；意识模糊，认知水平达不到常规标准者。

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此次研究活动，并予以审批。将各个患

者基础资料输入统计学系统，处理后 P值＞0.05，无显著差

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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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利用常规模式开展护理工作，按照常规标准做好

病房巡视工作，并给予患者常规健康教育与药物指导。观察

组利用风险预防护理模式开展护理工作：

1.2.1 护理风险分析

首先按照医院科室具体情况组建对应的专科护理小组，

小组成员由医师、护理人员、护士长、科室主任等构成，结

合小组成员力量，对以往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进行全面分析，

制定相应的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评估量表，找出护理工作中

存在的风险，同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查找相关参考文献，

对护理相关机制进行完善与改进，严格按照风险护理管理机

制将各项护理工作准确落实到各个护理人员中，做好各项风

险规避工作，促进护理工作顺利开展。

1.2.2 具体实施

①利用小组成员共同制定的风险评估量表开展护理风

险评估工作，发现护理风险主要包括患者年龄较大自我护理

能力降低，家属轻视了自身对患者康复重要影响不能积极参

与到护理中，护理人员自身专业水平不足造成护理失误，另

外，药物使用、医疗器械使用等方面也存在风险，需要针对

以上风险因素制定对应的护理措施，降低护理风险。

②护理人员方面风险预防：强化护理人员日常培训工作，

要求各个护理人员均具备相应的专科护理知识与技能、交流

沟通技巧，提升护理人员专业水平，了解风险规避对患者康

复重要性，确保各项护理工作围绕患者开展。重视护理人员

文书书写管理工作，要求护理人员规范书写文书。设置相应

的监督管理机制，对护理人员日常护理行为进行规范，确保

护理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将护理工作落实到位，清楚

各种药物治疗作用与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降低药物使用错

误率。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需要在病房内设置安全设施，

比如防滑垫、护栏等，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利用束缚带对患者

进行固定，降低患者坠床、跌倒风险。护理人员在利用相关

医疗器械时需要严格检查，确保器械稳定、安全运行。

③患者方面风险控制：强化健康教育，按照患者实际情

况合理运用幻灯片播放方式、短视频播放方式、组织专题讲

座活动、模型讲解方式、图册讲解方式让患者可以更加直观、

清楚地了解到心血管疾病相关健康知识与高危因素，改善患

者疾病认知情况，让患者正确对待疾病，树立相应的疾病防

范意识，同时掌握个人护理技巧，增强患者个人护理能力水

平。关注患者心理健康，定期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分

析相关影响因素，综合利用聊天方式、深呼吸训练方式、音

乐疗法、播放娱乐节目方式等帮助患者转移注意力，减轻患

者焦虑情绪，同时将同时期病情控制较好患者作为榜样，激

励患者，引导患者树立治疗信心，提升患者依从性。告知患

者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与运动习惯对疾病控制重要

作用，让患者可以自觉改善自身行为，保持饮食清淡与营养

均衡，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

1.3 判断标准

（1）观察并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投诉情况。

（2）观察并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依照医院多名专家

共同制定满意度调查表，分值在 1-100 分之间，得分在 1到

59 分范围内可判断为不满意，得分在 60 到 85 分之间可判断

为满意，得分在 86 到 100 分之间可判断为十分满意，总满

意度为十分满意/总例数+满意/总例数，再×100%。

（3）观察并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SF-36 生活质量量

表，涉及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

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内容，各个条目评分为 1-3

分，分数越高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4）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与自我效能评

分，自护能力量表，包括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我护理

技能、健康知识水平等维度，共计 172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

者自护能力水平越高。自我效能评分量表，1-10 分，分值越

高表示患者自我效能水平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使用 t 和x±s 表示计量

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投诉情况

将两组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进行处

理后得出结果 P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不良事件

发生情况、投诉情况各项数据信息均明显更具优势。见表 1。

表 1 两组不良事件率与投诉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良事件 投诉

观察组 35 1（2.86） 0（0）

对照组 35 5（14.28） 4（11.42）

X2 8.322 12.111

P 0.003 0.001

2.2 护理满意度

将两组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进行处

理后得出结果 P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护理满意

度数据信息均明显更具优势。见表 2。

表 2 两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n=35）
20（57.14） 12（34.28） 1（2.86） 34（97.14）

对照组

（n=35）
15（42.85） 15（42.85） 5（14.28） 30（85.71）

X2 4.084 1.550 8.322 8.332

P 0.043 0.213 0.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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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活质量

将两组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进行处

理后得出结果 P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生活质量

评分等各项数据信息均明显更具优势。见表 3。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n=35）

对照组

（n=35）
X2/t P

生理

功能
2.64±0.97 1.13±0.11 9.150 0.001

生理

职能
2.91±0.78 1.21±0.27 12.184 0.001

躯体

疼痛
2.87±1.13 1.30±0.12 8.173 0.001

总体

健康
2.86±0.95 1.25±0.31 9.531 0.001

活力 2.19±0.79 1.09±0.25 7.853 0.001

社会

功能
2.90±0.93 1.03±0.16 11.723 0.001

情感

职能
2.94±0.91 1.03±0.16 12.229 0.001

精神

健康
2.94±0.91 1.16±0.08 11.527 0.001

2.4 自护能力评分与自我效能评分

将两组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进行处

理后得出结果 P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自护能力

评分与自我效能评分各项数据信息均明显更具优势。见表 4。

表 4 两组自护能力评分与自我效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自护能力评分 自我效能评分

观察组 35 151.12±6.15 7.85±2.59

对照组 35 126.01±4.21 5.02±1.13

X2 19.932 5.924

P 0.001 0.001

3 讨论

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高

脂血症、高血压病等均为心血管内科常见症状，症状发作时

会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需要及时给予患者相应的治疗措

施，同时做好相关护理工作，保证护理质量，才能降低患者

死亡风险。以往临床针对心血管内科患者主要会采取常规模

式开展护理工作，但是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护理质量，整

体护理工作存在较高风险[3]。随着临床护理研究不断加深，

发现加强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管理工作，可以综合各个方面

对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进行分析，准确把握风险影响因素，

并制定对应的护理方案；强化护理人员管理工作，不断提升

护理人员专业水平、综合素质水平，保证护理操作专业性与

规范性，做好护理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确保护理人员工作质

量达到标准要求，降低护理人员方面的风险；落实好各项基

础护理工作，优化并创新传统健康宣教方式，让患者与家属

充分了解到疾病健康知识，并对后续治疗、护理流程等有一

定了解，有效提升患者自护能力与自我效能；强化生活指导，

让患者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减少脂肪、热量等摄入量，降低

饮食对患者病情不良影响，鼓励患者多进行运动锻炼，并保

证运动合理性与科学性，从而降低患者自身风险，充分发挥

护理工作的价值作用，促进患者康复。

已有相关研究报告证实，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主要包括

护理人员与患者本身两个方面，针对护理人员与患者存在的

问题，采取对应的处理措施，可以将跌倒与坠床事故、用药

错误以及护患纠纷等风险事件发生率控制在合理范围，为患

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让患者可

以尽早出院。结合文中研究结果，将两组护理后相关数据信

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进行处理后得出结果 P值＜0.05，差异

显著，观察组整体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投诉情况、护理满意

度、生活质量评分、患者自护能力评分与自我效能评分等各

项数据信息均明显更具优势。

可见，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开展风险预防护理工作可将

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投诉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增强患者自护

能力与自我效能，对患者生活质量状态产生积极影响，为患

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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