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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心内科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吴丹丹 

兴安盟人民医院 

【摘  要】目的针对护理风险管理在心内科患者中的实际用效果进行深度分析。方法选择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心内科患者，

将最后针对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风险事件发生率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与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风险事

件发生概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对心内科患者积极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提高护理质量评分，还能够让患者对护理

工作更加满意，并且护理过程中的风险事件发生率也能得到有效降低，具有临床推广的实际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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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血管疾病已成

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心内科患者由于其疾病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也相对较大。因此，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对

于提高心内科患者的护理质量和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护理风险

管理是指在护理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控制

和监控，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对患者的影响，保障患者的安全。在心

内科，护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心内科患者的病情多变，

护理过程中的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本文就针对护理风险管

理在心内科患者中的应用进行全面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心内科患者，将其

按照数字随机排列平均分组的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个组别人数

各为 50。 

1.1.1 纳入标准 

患者需被明确诊断为心内科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冠心病、心绞痛、

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脏瓣膜病等；通常适用于成年患者，即年龄大

于等于 18 岁的患者。对于特殊情况下，如青少年患者，需视具体情况和

护理风险管理的需要而定；患者需要接受专业的护理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病情观察、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健康教育等；患者或其法定监护人

需对护理风险管理有明确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表示愿意参与相关

风险管理活动。 

1.1.2 排除标准 

患有严重并发症，如恶性肿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等，可能影响护

理风险管理效果和患者预后的疾病；存在严重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

严重抑郁症等，无法配合护理风险管理工作的患者；患者或其法定监护

人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或对护理风险管理存在严重误解和抵触情绪的

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具体内容如下。环境护理管理：护理人员需

要定期清扫病房，保持地面干燥、清洁，避免滑倒等意外发生。同时，

定期更换床单、被罩等物品，保持病床的整洁与舒适。心内科患者通常

需要充足的休息，因此，护理人员应控制病房内的噪音水平，避免大声

喧哗和不必要的噪音干扰。同时，合理调整病房内的光照强度，避免过

强或过弱的光线对患者的眼睛造成刺激。护理人员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

体需求和季节变化，合理调整病房内的温度和湿度，为患者创造一个舒

适的治疗环境。压疮护理管理：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压疮风

险评估，包括患者的年龄、营养状况、病情、活动能力等因素。根据评

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保持患者皮肤清洁干燥，避免潮湿和

摩擦。定期更换床单、被褥等物品，保持床铺整洁。对于行动不便的患

者，可以使用气垫床或水垫床等辅助设备，减轻皮肤受压。心理护理：

心内科护理内容较为复杂，护理过程中容易出现混淆等问题，整体护理

难度较大。护理人员需要对各个管道类型进行明确登记与标注，确保管

理护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建立风险管理体系：首先，医院需要成立专门

的护理风险管理小组，负责全面监控和管理护理工作中的风险。小组成

员应具备丰富的护理经验和风险管理知识，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护理工

作中的问题。同时，护理风险管理小组还应与其他医疗部门保持密切沟

通，共同保障患者的安全。其次，医院需要建立健全护理风险管理制度，

明确护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规范护理工作流程，确保护理工作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同时，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风险管理培训，增强其风险意

识和应对能力。组内护理人员需要强化风险评估与预防，针对心内科患

者的特点，制定详细的风险评估标准，对患者的病情、心理、生活状况

等进行全面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护理风险。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

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护理风险的发生概率。最后，医院需要建立完善

的护理质量监控体系，定期对护理工作的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同时，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参与质量改进活动，提出改进意

见和建议，不断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心内科培训与技能学

习：医院应根据心内科的特点和护理需求，制定详细的小组成员培训计

划。计划应包括培训目标、内容、时间、方式等，确保培训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之后需要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心内科相关的理论知识，如心脏解

剖、生理、病理、药理等。通过课堂学习、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形式，

加深护理人员对心内科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加强护理人员实践技能培训，

如心电图分析、心脏监护、急救技能等。通过模拟操作、现场指导、考

核评估等方式，提高护理人员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水平。最后对护理人员

进行定期考核，评估其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掌握情况。针对考核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应及时进行反馈和指导，帮助护理人员持续改进和提高。

加强护患沟通：护理人员应定期参加沟通技巧培训，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确保信息准确传递。护理人员还应主动与患者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

疑虑和感受，提供必要的解释和支持。并及时向患者反馈病情变化和治

疗效果，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完善病区安全基础设施：医院需要合

理规划病区空间，确保病区内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方便患者和护理人

员使用。例如，将抢救设备、药品等放置在易于取用的位置，以便在紧

急情况下迅速应对。护理人员应在病区内部设置明显的安全标识，如防

滑、防摔、防火等标识，提醒患者和护理人员注意安全。在工作中，应

定期检查和维护病区内的医疗设备、家具等设施，确保其安全性能良好。

例如，对病床、轮椅等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防止设备故障导致的安全

问题。医院还需要对护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应

对能力。培训内容可包括急救技能、消防知识、患者转运安全等。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具体内容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护理质

量越佳。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计算两组的护理满意率。对比两组风险

事件发生率，具体包括跌倒、输液事故、护士过失，计算风险事件发生

率。 

1.4 统计学方法 



预防医学研究 ·护理园地· 

 ·113·

本次研究数据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以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根据数据对比可知，观察组护理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组别 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 危重患者护理 防护措施 

对照组 10.34±1.65 11.25±1.88 10.87±1.76 11.86±2.84

观察组 21.76±2.09 19.87±1.83 17.98±3.02 20.87±1.47

t 值 8.765 8.655 9.652 10.765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根据数据对比可知，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40 9 1 49（99.91）

对照组 50 20 20 10 40（85.86）

X2 值     5.878 

P 值     0.027 

2.3 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 

根据数据对比可知，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跌倒 输液事故 护士过失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2 1 0 3（6.91）

对照组 50 5 3 1 9（10.86）

X2 值     4.643 

P 值     0.022 

3 讨论 

心内科患者由于其疾病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往往面临着较高的护理

风险。心内科疾病可能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影响血液循环，从而引发一

系列症状，如胸痛、呼吸困难、乏力、头晕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

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可能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心内科疾病可

能引发长期的疼痛和不适，患者可能感到沮丧、焦虑或无助。这种心理

压力可能进一步影响疾病的进展和治疗效果。心内科疾病可能导致患者

失去工作能力，甚至导致过早死亡，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

治疗心内科疾病的成本也相当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护理风险管理在心内科患者的护理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护理风

险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方法，通过对护理工作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

预测、识别、评估和处理，以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保证病人安全，提

升护理质量。护理风险管理强调风险的事前控制，而非事后处理，其目

的在于构建一个安全、有效的护理环境。心内科患者护理过程中的风险

主要来源于病情复杂多变、治疗过程中的药物反应、设备使用问题等。

护理人员应通过持续观察、交流以及记录，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在识别

风险后，护理人员需要对这些风险进行评估，确定其可能对患者造成的

影响以及发生的可能性。这有助于护理人员优先处理高风险问题，确保

患者的安全。风险控制是护理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风险预防

和风险应对。护理人员应通过提高护理技能、严格遵循护理流程、定期

维护设备等方式预防风险的发生。同时，对于已经发生的风险，护理人

员应迅速采取应对措施，降低其对患者的影响。风险监控是对护理风险

管理效果的评估和调整。护理人员应定期回顾和分析护理过程中的风险

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护理流程，提高护理质量。在心内科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实施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满

意度，从而实现优质护理服务。在心内科患者的护理工作中，护理风险

管理的应用尤为重要，因为心内科患者的疾病往往较为复杂，护理过程

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通过对护理风险的识别和控制，可

以有效减少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意外伤害，如跌倒、坠床等，从而提高

患者的安全性。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需要全体护士的积极参与，通过培

训和教育，增强护士的风险意识，使其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主动识别风险，

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通过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可以及时发现并解

决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满足患者的需求。护理

风险管理有助于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增强医院的竞争力。通过降低护

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吸引更多患者选择该医院进行治

疗。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充分认识到心内科患者的护理风险，时

刻保持警惕。在护理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

处理潜在风险。护理人员应遵循护理操作规范，确保各项操作准确无误。

在执行护理操作时，要注意患者的安全，避免造成意外伤害，通过对心

内科患者的疾病特点、护理过程、人员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识别可能

存在的风险因素，如药物使用不当、患者跌倒、管道脱落等。对这些风

险因素进行评估，确定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和严重程度。护理人员应与医

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反馈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护理过程中的问题。护理

人员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共同制定并执行护理计划，确保患者的治疗效

果。医疗机构也需要重视护理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包括风险评估、风

险报告、风险应对等环节，通过定期对护理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不断

完善护理措施，全面提高护理服务质量。除此之外，护理人员需要对实

施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确保其有效性。对未能有效控

制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及时调整管理措施。同时，加强对护理人员的

培训和考核，增强其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未来护理风险管理将更加依赖于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例如，通过利用大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更精确的预测和评估，

从而为护理人员提供更准确的风险管理建议。未来的护理风险管理将更

加注重患者的个体差异和需求。通过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

等因素，可以为每个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

需求和提高护理效果。 

就本次研究而言，落实护理风险管理的观察组的风险事件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这也足以反映出护理风险管理在提高心内科护

理应用效果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本次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护理学科的

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通过总结和分析护理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我

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护理理论体系，推动护理学科的发展。 

综上所述，针对心内科患者积极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不仅能够提高护理质量评分，还能够让患者对护理工作更加满意，

并且护理过程中的风险事件发生率也能得到有效降低，具有临床推广的

实际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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