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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的应用实施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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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产生的效果。方法：本文选择的病例是妇科急腹症患者，一共

为 100 例，开展时间为 2021.3-2023.3。分组方式为电脑盲选，分为对照组（常规急救护理）与观察组（风险管理后急救护

理），各组均为 50 例。结果：关于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观察组更短；关于护理后 HAMA 评分，观察组更低；关于

护理后 VAS 评分，观察组更低；关于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更低，均存在较大差异（P<0.05）。结论：实施风险管理在妇

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应用效果较明显，可以大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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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mplementing Risk Management in the Emergency Care of Gynecological 

Acute Abd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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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risk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care for gynecological acute abdomen. Method: 
The selected cases in this article are gynecological acute abdomen patients, with a total of 100 case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3. The grouping method was computer-blind selection,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routine 
emergency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emergency care after risk management),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Result: 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time and emergency retention time,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horter duration; Regarding the HAMA score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lower score; Regarding the VAS score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lower 
scor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care of gynecological acute abdome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can be vigorously 
applied.
Keywords: Risk management; Gynecological acute abdomen; Emergency retention time; HAMA scor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常见妇科急腹症主要有异位妊娠、黄体破裂、子宫腺

肌症，妇科炎性疾病等。妇科急腹症发病急促，进展加快，

极容易引起大出血、休克等严重后果，需要对急救工作引

起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能够发挥

独特优势。风险管理能够保证急救护理工作有效实施，能

够为患者获得较多医治时间，降低生命风险性 [1-2]。此次研

究则分析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产生的效果。

详细内容见下文：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选择的病例是妇科急腹症患者，一共为 100 例，

开展时间为 2021.3-2023.3。分组方式为电脑盲选，分为对

照组（常规急救护理）与观察组（风险管理后急救护理），

各组均为 50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 40.11±2.13 岁。观察组平

均年龄40.16±2.16岁。两组基础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①均知情同意。②均为妇科急腹症。③患者存

在急性腹部疼痛，伴随或者不伴随阴道流血等临床症状。

排除标准：①精神异常，沟通困难，认知障碍。②配合度较低。

③中途退出。④就诊时休克。⑤急性脏腑器官功能衰竭等。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主要包括协助进行抢救治疗、病情观察等常规

性急救护理措施。

1.2.2 观察组

风险管理急救护理：①创建小组，积极开展培训活动，

强化风险管理意识。采取头脑风暴模式，对当前存在的问

题进行整理，讨论，针对风险因素制定有关风险管理制度，

规范急救护理流程。②急救知识及技能培训，邀请急救护

理专家开展培训，技术指导。主要内容：妇科急腹症临床

表现、伴随症状、疼痛特点、急救评估以及护理流程、护

理重点、护理注意事项等。培训后对护理人员实施考核，

考核通过正式上岗。考核未通过继续学习有关知识。对护

理人员进行模拟训练，并进行考核。③急救药品、物品管理，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急救物品、药品等，保证均能够合

理摆放。派专人管理，定期检查，对物品损坏及时更换，

对药品损坏及时更换。④急救护理流程管理，临床经验丰

富的高年资护理人员进行分诊评估，重点分析患者腹痛原

因、疼痛情况以及伴随症状等，了解患者月经史、既往史

等，使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患者疾病类型和病情情况做

出准确判断。对于病情十分紧急的患者立即采取绿色通道。

做好患者生命体征监测，实时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协助医

师进行腹部检查，观察有无压痛、反跳痛等情况。第一时

间开放静脉通道，保证治疗方法顺利落实。遵医嘱用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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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患者病情，采取进一步治疗，立即联系手术室或者病区

提前做好有关准备。护理人员陪同转运，过程中密切关注

患者面色和生命体征变化。和有关科室护理人员做好交接，

告知患者病情和护理注意事项等。⑤心理管理，护理人员

做好患者，家属心理疏导，介绍病情、治疗等有关知识，

保护患者隐私。⑥总结，定期对风险管理急救护理实施效

果进行分析，对存在的不足及时提出，及时改进方案，不

断提高急救护理效果。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

根据汉密尔顿焦虑评分表（HAMA）分析两组入院时，

护理后焦虑心理变化。分数越高焦虑感越严重。

根据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分析两组治疗前，治疗

后疼痛情况。评分标准：0-10 分，分数越高疼痛越严重。

分析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感染、休克、心肺

功能不全。并发症发生率 =（感染 + 休克 + 心肺功能不全 )/

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两组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两组 HAMA 评分；

两组 VAS 评分），并以（
sx ± ）表示（两组并发症发生

率），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 分析两组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

得出结果，观察组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分析两组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
sx ± ）

组别 例数 评估时间（min) 急诊留置时间(min)

观察组 50 1.13±0.81 6.20±1.13

对照组 50 4.23±1.11 11.25±1.18

t - 10.024 12.352

P - 0.001 0.001

2.2 分析两组 HAMA 评分

观 察 组： 入 院 时， 护 理 后 分 别 为 27.34±3.56、

15.23±2.13 分。 对 照 组： 入 院 时， 护 理 后 分 别 为

27.37±3.59、20.23±2.29 分。两组入院时（t=2.305,p=1.023），

护理后（t=7.305,p=0.002）。得出结果，观察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3 分析两组 VAS 评分

观察组；入院时，护理后分别为7.23±1.20、3.48±1.10分。

对照组：入院时，护理后分别为 7.28±1.25、5.11±1.17 分。

两组入院时（t=2.231,p=1.017），护理后（t=10.342,p=0.010）。
得出结果，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4 分析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感染 1 例、休克 0 例、心肺功能不全 0 例，并

发症发生率 2%（1 例）。对照组感染 2 例、休克 1 例、心

肺功能不全 2 例，并发症发生率 10%（5 例）。两组并发

症发生率（X
2
=5.674，P=0.017）。得出结果，观察组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

3 3 讨论讨论

妇科急腹症可由于畸形、感染、妊娠、子宫内膜异位症、

妇科肿瘤以及手术，甚至特发情况引起。所以妇科急腹症

实际上是和妇产科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妇

科急腹症是以腹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妇科急症。常见

的妇科急腹症有异位妊娠、急性盆腔炎等，其中异位妊娠

多有停经史，表现为突然撕裂样剧痛，自下腹一侧向全腹

扩散，阴道可有少量流血，阴道后穹窿穿刺可抽出不凝血液。

对于妇科急腹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治疗。实施高效

护理措施能够促进治疗。风险管理能够促使急救护理稳定

开展 [3-4]。

风险管理是通过现有和潜在医疗风险识别、评估和采

取应对策略制定相关措施，规避各项管理风险，控制和保

证业务、服务和工作质量，维护医院，员工发展利益，以

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安全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风险管理具

有制度健全、便于管理、操作规范、安全性高等优势，能

够有效保证急救护理质量。风险管理主要通过建立风险管

理小组，对医护人员定期进行培训，提高职业素养，加强

规章制度落实，并在管理后做好质量分析 [5-6]。通过急救流

程管理，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护理人员进行分诊评估，

了解患者病史状况等，使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患者疾病

类型和病情情况做出准确判断，以便于及时采取治疗方法，

促使患者能够尽快得到有效医治 [7-8]。做好急救物品、药品

准备，保证急救护理工作稳定开展。通过心理管理，做好

患者，家属心理安抚，促使能够稳定情绪，积极配合 [9-10]。

定期对风险管理急救护理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对存在的不

足及时提出，及时改进方案，不断提高急救护理效果 [11-12]。

将风险管理应用于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能够提高护理人

员应变能力，优化急救流程，从而有效提高急救效率。此

次研究则分析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产生的效

果。结果发现，关于评估时间，急诊留置时间，观察组更短；

关于护理后 HAMA 评分，观察组更低；关于护理后 VAS
评分，观察组更低；关于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更低，均

存在较大差异（P<0.05）。蔡红 [13] 等人研究风险管理在妇

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将妇科急腹症患者随机

分组，采取常规急救护理和风险管理后急救护理。结果发现，

采取风险管理后患者的评估时间及急诊留置时间较短于常

规急救护理后患者的评估时间及急诊留置时间。采取风险

管理后患者的焦虑和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常规护理后患者焦

虑和疼痛评分。采取风险管理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

低于常规护理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说明实施风险管理

可明显缩短妇科急腹症急救时间 , 对提升抢救成功率和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实施风险管理在妇科急腹症急救护理中应



151

临床医学研究：2023 年 5 卷 6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用效果较明显，值得临床重视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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