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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不包括肺癌）在城市死亡患者原因中占第四

位，在农村死亡患者原因中占第三位。由于大气污染、吸烟、工

业经济发展导致的理化因子、生物分子吸入等因素，使近年来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1]。呼吸系统疾病种类繁多，病情

较为复杂，病人多为急症患者，且存在复发和产生进一步并发症

的可能，同时病人发生突发风险的几率较高，常规护理方式无法

规避患者的风险发生率，从而造成患者和护士之间的矛盾，引起

纠纷以及影响后期护理质量[2][3]。风险管理是指预测风险并减少某

种伤害的可能性，而在医院中，由于护理人员护理以及医院管理

的疏漏会导致一些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这时就需要医院对出现

的护理风险事件进行分析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措施避免此类事件

的发生，这种方法称为护理风险管理。目前其应用于心血管疾病

的护理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显著

降低，且护理过程中送错药、输错液等事件也显著减少，同时提

高了患者满意程度，降低了护患纠纷的发生概率[4][5]。

综上所述，由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且呼吸内

科中易发生护理风险，造成患者风险事件数量和护患纠纷数量上

升，而风险管理在护理中的应用，可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数量，但

目前在呼吸内科中应用较少，缺乏相关文献报道，本文对风险管

理护理在呼吸内科的应用进行综合评估，为之后呼吸内科护理提

供可靠的护理方案。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将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xxx 院呼吸内科共 112 例患者列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68 例，女性 44 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呼吸内科护理方式；试验组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给与风险管理护理。

纳入标准：患者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在我院接受规范检查；

在我院接受相关治疗；符合呼吸内科诊断标准。排除标准：意识

不清，无法沟通者；合并严重精神疾病；合并严重心血管或肾脏

疾病；资料不全者。本研究内容已通过 XXX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且纳入研究的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常规护理

及时打扫患者病房，保证患者病房的干净整洁；维持病房内

患者所需湿度和温度，白天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开窗通风；对患者

给与鼓励，安抚患者情绪；及时和患者家属沟通；按时对患者病

房进行消毒；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检测和观察；对患者心

理、饮食、睡眠、药物等方面进行干预和指导。

1.2.2 风险管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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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提高呼吸内科护理质量，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方法：以2018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 xxx 院呼吸内科共112 例患者

列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68例，女性44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呼吸内科护理方式；试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给与风险管理护理；统计两组护患纠纷发生数量和风险事件（护理风险事件和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数量；利用本院自制《呼吸内科患者对护理满

意度评分表》对两组患者满意度进行测评；利用《基础护理与危重病人护理质量评定表》来评估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结果：试验组护患纠纷

发生数量以及风险事件发生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对护士的护理态度、技能熟练度以及情感支持的满意度要显著低于试验组（P

<0.05）；对照组护理质量显著低于试验组（P<0.05）。结论：在呼吸内科护理中加入风险管理可避免送错药、输错液等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

从而提高患者对护理的可信度和依赖感，有效避免护患纠纷的发生，这为之后临床护理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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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分类：护士急救应急能力差，对药物缺乏识别能力；

专业操作不规范，不按照流程操作；给患者输错液，送错药或者

血样等标本采集错误；在护理过程中发生患者不良事件，如：意

外坠床、烫伤等情况。

风险管理护理措施：对我科室护理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宣

教，及时讲解新药和新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经验丰富

的护士多培养年轻护士；向护理人员讲授每种呼吸疾病需要注意

的事项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提高护理技术水平，规范护理

不良行为；制定规范化的查房、给药输液制度；定期对护理人员

进行考核；提高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和法律意识；强化服务意识，重

视人文关怀。

1.2.3 患者满意度和护理质量测评

六个月后，利用本院自制《呼吸内科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评分

表》对两组患者满意度进行测评，评分表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护

理工作态度、技能熟练度以及情感支持，每部分共15 小题，总分

100 分，85 分以上为很满意，85-75 分为一般满意，75 分以下为

不满意。利用《基础护理与危重病人护理质量评定表》对两组患

者的护理质量进行评估，基础护理质量和危重病人护理质量各为

100 分，85 分以上为及格。同时统计两组护患纠纷发生数量和风

险事件发生数量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获得的计量资料使用进

行表示，且使用 t 检验过程进行组间比较；获得的计数资料使用

百分比（%）进行表示，且使用 x2 检测过程进行组间比较；当 P

<0.05 时，则认为比较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患者的一般治疗分析

表1为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对比，能够看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比例及疾病类型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2.2 两组护患纠纷发生数量和风险事件发生数量比较

六个月后，对两组护患纠纷发生数量和风险事件发生数量进

行统计。结果如图 1，由图我们能够看出，试验组六个月内护患

纠纷发生数量和风险事件发生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这

表明，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中的应用可有效降低不良事件的

分组 年龄（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危重人数

（例）

试验组（56例） 46.54±7.22 36 20 4

对照组（56例） 47.34±8.21 32 24 5

值 >0.05 >0.05 >0.05 >0.05P

表1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对比



    13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临床医学研究(1)2019,3

发生概率。

2.3 两组患者对护理人员满意度的比较

六个月后，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测评，结果见图2，其

中 A 为各部分满意度指标比较，B 为综合满意度比较。由图我们

能够看出，试验组对护理态度、技能熟练度以及情感支持的满意

度要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试验组对护理人员的综合满意度也要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2.4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比较

六个月后，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进行评估，结果见图3，由

图我们能够看出，试验组患者基础护理质量和危重护理质量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风险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

3  讨论

综上所述，呼吸内科疾病种类复杂，且近年来患病人数逐渐

增加，常规护理方式无法规避风险的发生，使得近几年护患关系

紧张，投诉事件频发。我院呼吸内科根据我科室存在的护理风险

制定了相关护理措施，有效的降低了我科室患者风险发生率和护

患纠纷发生率，同时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因此，对

护理人员定期培训和宣教至关重要，这为之后临床呼吸内科护理

提供了实验方案。但本研究所设病例较少，所得数据可能较其他

文献具有一定偏差；同时制定的风险管理护理措施还会发生一定

概率的风险事件和纠纷事件，这需要后期进一步对我科室存在的

风险进行评估，并不断完善护理风险管理措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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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注：图中* 表示相较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A 为各部分满意度指标比较，B 为综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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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对比

注：图中* 表示相较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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