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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不断的提高，但是各种疾病发生率不断的提高，尤其是

受到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工作节奏加快等因素的影响，

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明显提高。心血管疾病对机

体的威胁比较大，若是不及时的救治就有可能会发生风

险问题，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心血管疾病患者治疗同

时要进行护理管理，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进行研究，

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 [1]。以我院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9

月收诊的 60 例心血管内科急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护

理风险管理措施分析，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患者信息没有差异。基础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组别
例

数

性别（例） 年龄（岁）

BIM（kg/m2）
男性 女性

年龄

范围
平均年龄

观察组 30 16 14 44-80 61.24±18.52 25.12±2.45

对照组 30 17 13 46-81 61.35±18.35 25.61±2.37

T/χ2 -- 0.451 0.362 0.857 0.894 0.935

P -- 0.741 0.894 0.403 0.394 0.374

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

观察组采取护理风险管理措施：（1）选择有丰富经

验的护理人员。医院要选择经验丰富能力比较强的护理

人员参与到心血管患者护理中，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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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前要充分的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对患者的病情严

重程度和护理要求进行分析，按照患者的病情要求和个

性化特点制定护理方案，这样可以实现对患者的有效管

理，掌握患者病情变化信息 [2]。（2）强化用药安全管理。

护理人员要告知患者服用的各种药物可能会出现的不良

反应，并且在服用药物期间需要注意相关问题，核对患

者服用的药物名称和剂量，还需要对患者服用药物后反

应进行观察 [3]。（3）提高护理人员能力。医院要提高护

理人员的能力，重视机能培训，通过测试、考核等方式

进行护理人员综合能力锻炼，提高护理人员风险管理能

力 [4]。（4）强化心理干预。护理人员在照顾患者的过程

中要重视微笑服务和细节管理，要采取多与患者交流方

式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之后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状态

调节，这样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情绪，在对患者护理的

过程中也能够得到患者的配合。患者发病后情绪会出现

较大的变化，对患者护理的过程中要分析患者的实际情

况，并且要观察患者情绪变化，出现情绪波动要疏导 [5]。

护理人员要与患者和家属建立信任关系，并且要告知患

者家属稳定患者情绪，避免激怒患者，实现良性沟通，

提高治疗依从性。

3. 观察指标

（1）对比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2）对比护理满意度。

4. 统计学处理

研究使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

析，其中（x±s）使用 t 工具进行检验，对比数据差异。

而（%）表示的数据使用 χ2 工具检验，其中 0.05 为分界

值，小于 0.05 的数据差异明显。

二、结果

1.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差错、护理意外、护理纠

纷、护理并发症、总发生率 3.33（1/30）、0.00（0/30）、

3.33（1/30）、3.33（1/30）、10.00（3/30）和 6.67（2/30）、

10.00（3/30）、13.33（4/30）、3.33（1/30）、33.33（10/30），

χ2=3.124、10.032、10.365、0.000、22.165， 有 差 异，

（P=0.078、0.001、0.001、1.000、0.001，P ＜ 0.05）。如表 2。

表2　比较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护理

差错

护理

意外

护理

纠纷

护理

并发症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0
3.33

（1/30）

0.00

（0/30）

3.33

（1/30）

3.33

（1/30）

10.00

（3/30）

对照组 30
6.67

（2/30）

10.00

（3/30）

13.33

（4/30）

3.33

（1/30）

33.33

（10/30）

χ2 -- 3.124 10.032 10.365 0.000 22.165

P -- 0.078 0.001 0.001 1.000 0.001

2. 对比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十分满意、一般满意、满意、

不满意、满意度 83.33（25/30）、6.67（2/30）、6.67（2/30）、

3.33（1/30）、96.67（29/30） 和 66.67（20/30）、10.00

（3/30）、6.67（2/30）、16.67（5/30）、83.33（25/30），

χ2=17.524、3.251、0.000、13.241、13.241，数据对比有

差异（P=0.001、0.076、1.000、0.001、0.001，P ＜ 0.05）。

如表 3。

表3　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一般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83.33

（25/30）

6.67

（2/30）

6.67

（2/30）

3.33

（1/30）

96.67

（29/30）

对照组 30
66.67

（20/30）

10.00

（3/30）

6.67

（2/30）

16.67

（5/30）

83.33

（25/30）

χ2 -- 17.524 3.251 0.000 13.241 13.241

P -- 0.001 0.076 1.000 0.001 0.001

三、讨论

心血管内科急重症患者护理中存在的风险事件主要

来自医生、护理人员和患者自身，因此在对患者护理的

过程中要从这些角度管理患者，并且要在护理工作中关

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尤其是周围环境可能会影响患者治

疗效果，这就需要做好护理管理，防控风险事件。护理

风险管理措施可以为患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还能够

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实现风险防范，建立护理风险

管理体系，并且可以有效的降低护理风险发生的概率，

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心血管内科急重症护理中应用护理风险

管理措施可以提高护理管理效果，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

概率降低，患者对护理工作更为满意，这种措施有推广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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