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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在精神科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李海万　方崇芳

（河南省洛阳荣康医院　河南　洛阳　471013）

【摘　要】目的 精神科病区设立高清监控系统，观察住院精神病患者的动态，监控在岗护士的工作情况，既可及时发现病区
存在安全隐患，也可以督促护士上班的慎独精神，能够降低精神科风险，保障患者安全，持续提高护理质量。方法 不同层级护理
人员适时观看监控系统和通过系统回放观看记录，对应用监控系统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患者投诉、患者满意度调查、护理质量
控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 医院应用高清监控系统后不良事件及患者投诉事件明显减少，患者满意度和护理质量提高。结论 监
控系统的临床应用，在精神科风险管理中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各种安全隐患，对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减少医患纠纷、
规范护士行为、提高医疗质量起着重要作用；促使精神科风险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有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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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不断深化，医院管理信息化要

求也在不断提高，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 , 利用计算机监控系

统管理精神科封闭管理病区，已成为精神科护理工作发展的必

然趋势。我院自 2014 年 10 月扩大监控管理系统使用范围以来，

运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摄像的作用，以病区重症病室为监控岗位

重点，严格督促落实监控人员岗位职责，兼顾院总值班查岗，

值班护士长随时查看监控电视显示屏，对精神科封闭管理病区

风险管理，有效地降低了精神科护理风险，也使护理管理工作

变得简单、快捷、科学、有序，提高医疗安全和工作效率。

1 监控系统的设置

1.1 我院各个病区的监控设置 每个单位最终端有摄像头、

传输线、电脑主机和显示屏幕构成病区监控系统。在病区内每

个房间、走廊的天花板和墙角之间安装摄像头，可以对监控区

域进行摄像，把摄得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 传输部分再把录

制后发出的信息传送到医院监控室，显示与记录部分把每个病

区现场传来的信息转换成图像在显示屏流动显示，可以获得录

像资料自动保存在硬盘，一般能够储存 15 日左右的录像，到

期自动覆盖前面的录像，周而复始。显示屏幕可以默认 1、4、

9、16 画面进行分屏视图，也可以自定义视图适时观看。

1.2 职能部门的监控设置 在我院护理部对精神科封闭病区

设有计算机监控显示屏，所有病区的监控画面，按照不同的病

区可以默认视图分屏显示屏幕，也可以自定义视图。给护理部

仅设定适时观看权和回放权限。

1.3 精神科监控系统在封闭管理病区的临床应用 每个精神

科封闭管理病区的监控信息在全院总监控室内都可以选择性的

分别浏览，但是医院为加强监控系统在精神科封闭管理风险管

理的二道防线，特别把各个病区的重症监护病室和门禁口的画

面 24 小时固定显示在一个 16 画面上，要求监控室人员不间断

监控，发现异常及时采取协助措施，达到减低精神科病区不良

事件发生率的目的。夜间院总值班到总监控室督查监控人员的

在岗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

2 精神科信息监控系统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制定三级监

控系统管理制度

2.1 病区监控系统的管理 病区护士站的计算机监控系统作

为病房的重点岗位，24 小时显示在屏幕上，在护士站的护士适

时观看，白班巡回护士、帮班护士及夜班护士，每隔 15 分钟

换岗循环走动巡视患者 1 次，确保 24h 所有患者都在护士的监

控视线内，并且认真填写巡视记录单。护士站工作人员如果发

现病区内患者、或者环境有潜在的安全隐患或患者之间发生矛

盾、打架斗殴，立即与正在走廊、病室、卫生间内巡视的护士，

使正在巡视的护士立即赶到现场快速有效处理矛盾、接触安全

隐患，确保职工及患者安全。

2.2 监控系统由病区护士长负责管理 每日督促在岗护士适

时观看监控信息，护士长还定期到护理部或总监控室对本病区

夜班患者的睡眠情况、夜班护士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约束

性保护患者和危重患者的抢救、护理情况进行回放检查，达到

总结、分析本病区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每天的

值班护士长晚上不定时到监控室适时查看全院所有病区护士的

工作状态，患者的休息情况和动态，发现异常、危险或可疑风

险立即电话通知病房在岗护士，并亲自到病区进一步核实，帮

助病区解决问题。如果病区正常状态当班护士长只将监控内容

描述性记录，第二天将记录交护理部。

2.3 职能部门护理部对监控系统的管理 我院护理部的管理

人员每周至少适时观看监控录像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病

区值班护士，立即纠正不足；护理部人员定期不定期到医院总

监控室适时观看全院的工作状态，也可以申请对各科室的夜间

或者发生不良事件时段的监控信息进行回放、拷贝。如果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没有按照工作流程工作的现象，及时纠正，

及时反馈。让所有的都引以为戒，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护理部每月在护士长例会对当月所有监控系统收集到信息进行

总结、讨论分析、对问题提出防范措施，避免类似缺陷的再度

发生，从而达到控制精神科封闭管理病区风险防范作用。

3 结论

3.1 精神科病区使用监控系统，有效降低了住院患者不良

事件发生率。近年以来监控系统在精神科封闭管理病区应用之

后有效地降低了住院精神病患者住院期间的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减少了医患纠纷等。

3.2 精神科病区监控系统的应用，有效地规范了护士行为，

增强了提高了护士慎独精神。推动护理操作规程落实到位，促

进了患者安全，使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使住院患者满意度明显

提高，有效降低投诉率。

3.3 监控系统的运用，给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循证

依据。如果住院患者发生不良事件或者发生医疗纠纷时，对监

控信息进行回放，不但能够查清事件发生的过程，从中汲取经

验教训，而且能够给司法机关提供有力的证据，进行可靠的责

任划分，以维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3.4 为患者提供安全、优质、满意的护理服务，使住院患

者满意率明显提高。

4 体会

监控系统的临床运用有效提高了精神科封闭病区的管理效

率，使护理工作有章可循，使护士形成良性的按照操作规程、

技术常规等进行规范操作，确保护理工作安全有序；精神科监

控系统的应用可以及时发现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和各种风险，

有效采取控制、干预措施，将不良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使住

院患者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减少意外事件及医疗纠纷的发生；

精神科监控系统的应用，提高护理工作效率，节约了护理人力

资源，改变了“人盯人”的困境，降低医院的管理成本；规范

了护士的护理行为，通过监控系统使护士可以看到自己日常工

作缺陷和不良习惯动作及与不恰当的行为方式。起到提醒自己、

行为规范的目的；提高了护士服务意识。精神科监控系统应用

为司法部门提供有力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