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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风险管理的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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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护理风险是指患者在医院内接受护理服务过程中，因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护理风险发生后不

仅会严重破坏护患关系，造成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损失，而且对患者疾病治疗及恢复产生消极影响。本文主要是对急诊护理风

险管理的进展进行分析，旨在为今后的急诊科护理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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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以及良好

的应变能力，结合最少的数据，在最短时间内为患者制订针

对性的护理措施，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加之急诊护理多数为

危急重症患者，其安全管理存在较大威胁[1]。因此，为更好

地保障患者生存质量，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临床应将护理

风险管理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积极建立安全、高效的风险

识别与评估体系，寻找科学的解决措施，进而有效降低风险

事件发生率[2]。

1 急诊护理风险相关因素

1.1 内在因素

1.1.1 人员因素

相关护理人员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风险意识、规范档

案管理（不规范文件书写）以及沟通能力等。部分护理人员

在实际护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以上问题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缺乏自律性与责任意识、急诊护理经验不足、缺

乏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护患沟通能力较差等[3]。

1.1.2 系统因素

急诊护理工作的系统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

支持（急诊器械的维修、消毒以及储备等缺失）、管理（急

诊护理人员缺乏、急诊工作的高度随机性）、制度建设（制

度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等因素）系统。

1.2 外在因素

1.2.1 患者因素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急诊患者具有危急程度高、发病急、

护理容错率低等特点，出现风险事件的几率较高，对患者疾

病治疗以及恢复产生一定阻碍作用。加之，患者自我保护意

识提升，对相关护理工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4]。

1.2.2 社会因素

常规情况下，护理人员所掌握的急诊患者信息较少，患

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对于相关医护人员出现的护理差错事

件以及风险事件等很难容忍，加之社会舆论的偏袒、报道不

实等情况，导致社会对医疗行业出现认知偏差。

2 急诊护理高危风险环节

2.1 落实医嘱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医嘱落实不到位是增加护理风险的

重要因素之一，护理不当会增加医患纠纷发生率，对患者机

体健康产生危害[5]。相关学者研究表示，外界感染（较大的

人流量、嘈杂的人群声）是影响护理人员注意力的主要因素，

容易导致护理人员无法记住医嘱的详细内容。

2.2 护理记录

急诊科病情危急，多数为口头医嘱（事后补录），导致

护理人员文书书写不规范，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无法进行

准确记录，出现医患纠纷后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临床研究结

果显示，最主要书写缺陷是未记录抢救措施的前因后果。

2.3 交接换班

交接班是医院风险管理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6]。临床研

究结果显示，交接换班引发的风险事件几率较高，主要包括

物品交接不清、认识不足以及缺乏隐私保护等。

2.4 患者转运

临床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在转运的过程中产生的风

险事件发生率较高，一般占比 70%左右，其主要风险因素包

括转运技术、环境条件以及患者自身因素等[7]。因此，急诊

患者在转运过程中需要结合患者实际状况选择束缚带固定，

加强设备及物品的准备等。

3 急诊护理风险管理进展

3.1 建立风险管理组织

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医院实际发展状况，积极建立、健全

医院急诊风险管理体系，成立专门的风险评估、解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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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除此之外，医院需要

建立具有多途径、全方位、多视角的护理风险管理组织，对

相关护理风险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以及沟通能力等，使护理管理风险相关制度有

效落实，进而降低护理风险概率，提升护理管理质量。

3.2 完善风险管理制度

（1）严格落实告知制度：相关护理人员需要客观地向

患者及其家属介绍护理风险情况及其发生概率，保证其知情

权。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及沟通，了解患者内心实际需求，

进而帮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口头

和书面形式告知患者，对控制医患纠纷事件具有积极意义。

（2）制订紧急预案：对于出现的重大伤亡事故，其它科室

需要及时进行有力支援，急诊护理人员需要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选择实干经验的医疗护理人员即刻到岗，及时对患者实

施抢救。（3）加强转运流程管理：护理人员需及时告知患

者及其家属转运存在的风险，在对患者实际病情状况进行分

析及判断后，做好充足的转运准备，降低转运风险发生率。

3.3 提高人员综合能力

首先，需要及时对急诊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加强护理人

员的护理风险防范理念、法制观念，引导相关护理人员在学

习法律知识的同时，具备处理护理纠纷的个案分析能力，进

而逐渐提升急诊护理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以及业务能力。其

次，重视护理人员服务理念的提升，通过培训提升护理人员

的沟通能力。引导其在与患者进行沟通过程中保持和蔼、亲

切、耐心的态度。对患者的情绪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随后结

合患者实际状况选择沟通方式，进而满足患者心理需求的同

时，实现和谐护患关系的建立。再次，重视护理人员专业能

力的提升，加强对急诊科室资历较低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并严格管理，将相关护理内容纳入绩效考核，待考核结果合

格后方可上岗；对于资历较高的工作人员，需要重视对其进

行专业知识学习，在丰富自身的同时可以带动低年资工作人

员，实现急诊护理综合能力的提升。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对

相关护理人员进行医护同组配合的急诊培训，不仅可以提升

专业能力，而且可以增强医护人员的团队合作意识。最后，

规范文书书写。护理人员文书书写需体现客观性、真实性和

时效性，防止出现漏记、错记等情况，并做好护理记录交接

单，不仅可以提升文书记录的准确性，而且对病历的保存、

交接具有积极意义。

3.4提升设备管理水平

所有抢救物品的管理，坚持定期消毒与核对，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快速使仪器设备处于备用状态。

4 总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急诊护理风险管理仍然存在着一

些问题，比如只有单纯的理论框架、护理人员工作资历缺乏

等，为更好地提升护理质量，保障患者生命健康，临床需对

此进行重点研究，对急诊实际状况进行科学分析与定量研究

后，寻找急诊风险事件的规律性，探索风险事件发生的原因，

进而降低风险事件发生几率。在实际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需

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符合我国发展的基础上，制订

科学的、完善的护理风险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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