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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呼吸内科患者都具有用药较为复杂、多变，病

情变化速度较快等特点，因此，护理人员在护理该类患者时工作

量较大，并且在护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安全因素隐患，不仅

会对护理效果造成影响，还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康复速度[1-2]。据

相关资料表明，在护理呼吸内科患者时，寻找出护理过程中常见

的护理安全问题，全面落实护理安全管理，既能够起到提高护理

安全性的目的，还能够巩固患者整体治疗效果。本次研究主要分

析在护理呼吸内科患者中常见的安全问题以及解决对策，具体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呼吸内科在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期间，共收治

162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85例，女性患者77

例，最高年龄为 83 岁，最低年龄为 24 岁，平均年龄为（53.9 ±

6.2）岁，疾病类型：71例患者为支气管炎，48例患者为支气管哮

喘、11例患者为支气管扩张、32例患者为慢阻肺。文化程度：初

中及初中以下学历者共有 69 例，高中学历者共有 47 例，大学及

大学以上学历者共有46例，所有患者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且自

愿加入到研究中。

1.2 护理方法

采取回顾性分析法，分析患者基本情况与护理过程，对护理

过程中常出现的护理安全问题进行收集与分析，进而为临床护理

提供可靠依据以及相应解决对策。

1.3 观察指标

分析在护理呼吸内科患者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问题。

2　结果

在 162 例患者中，有 52 例患者发生跌倒事件，发生率为

32.1%；有 65 例患者发生坠床事件，发生率为 40.1%；有 19 例患

者发生误吸事件与窒息事件，发生率为11.7%；有26例患者发生

管道脱落事件，发生率为 16.0%。

3　讨论

3.1 常见的护理安全问题

（1）跌倒与坠床问题。在临床呼吸内科当中，大多数患者为

老年群体。由于其自身体质比较弱，反应能力较低、视力较差，因

此很容易发生跌倒事件；应用抗过敏药物、利尿剂、血管扩张剂

等药物，容易导致患者发生跌倒；对于患有肺性脑部疾病的患者

而言，其常常处于烦躁或者是兴奋状态中，很容易出现坠床问题。

本次研究显示，在呼吸内科护理安全问题中，跌倒与坠床的发生

率较高。

（2）误吸与窒息问题。由于咯血患者不能用力进行咳嗽，其

情绪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当其一次性出现大量咯血时，很容易发

生窒息问题；对于感染患者而言，由于其痰液较多且黏稠，不容

易将痰液咳出，或者是使用过镇静类的药物，对于咳嗽起到一定

的抑制作用，也会导致患者发生窒息情况。

3.2 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1）未按操作规范执行。①氧疗隐患：若患者擅自对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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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或者是停止进行氧疗，则会导致其发生氧中毒或者是

加重呼吸衰竭症状，严重者还会出现肺性脑部，进而威胁到患者

生命危险；②吸痰隐患：在开展吸痰工作前，护理人员未仔细评

估患者病情，或者是二次吸痰间隔时间较短、吸痰时间较长等因

素，会加大患者形成低氧血症的可能性，进而引发其出现心血管

意外问题。

（2）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较差。虽然大多数护理人员的总体

学历在不断提高，然而其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较为缺乏，在面对

突发问题时，无法妥善进行处理，且少数护理人员不了解患者的

病情，缺乏预见性，进而导致患者病情未及时得到治疗。

3.3 护理安全问题防范对策

（1）完善护理制度：对护理工作流程及操作规范进行优化与

完善，定期对护理人员开展护理技能培训，组织对法律法规、护

理制度等知识进行学习，在完成培训之后进行考核，把护理安全

的相关问题作为重点进行考核的内容。另外，护士长定期或者是

不定期对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进行检查，对护理工作中所存在的

不安全因素制定出整改对策并全面落实，将不安全时间扼杀在萌

芽状态中。

（2）强化对于重点环节进行管理：①在交接专科患者、急危

重症患者及三班交接时，应当做好相应的护理管理工作，特别是

对于患者意识状态、呼吸机运行、管道情况、全身皮肤完整性以

及生命体征等，并详细记录下来。②管理药品：对于长期备药应

每日进行核对，准确记录、仔细检查，确保药品无过期、变质情

况；对于急救药物，用完之后应及时进行补充，以此来确保急救

药物充足；对于氯化钾药物应单独放置，并张贴上醒目的标准；

对于外用药物与口服药物，应当分开存放；对于特殊药品的使用，

应当严格按照医嘱，告知患者用药注意事项；对于血管活性药物、

化疗用药等，在使用过程中应密切观察，若发现药液出现渗漏情

况，应尽快进行处理，避免患者局部皮肤组织出现坏死现象。

（3）强化管理特殊患者：在护理危重症患者、老年患者以及

化疗患者时，需要对潜在与现存危险因素进行评估，重视对于该

类患者的护理工作，并制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护理呼吸内科患者过程中，常见的安

全问题有管道脱落、误吸、窒息、坠床与跌倒等，而存在安全隐

患的原因在于护理管理不到位、未按照操作流程与护理人员的综

合能力较差等，因此针对这些常见的护理安全问题应当制定有效、

对应的解决措施。

综上所述，在护理呼吸内科患者时，对于常见安全问题应制

定针对性防范措施，从而使得护理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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