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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室中的有效性分析

施海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心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室中护理风险的应用分析。方法：将 132 例重症心血管疾病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实验组 66 例，对照组 66 例。对照组进行普通护理管理模式，实验组进行护理风险管理模式。观察两组的心率、血脂、

血压、危险发生率和再住院率等。结果：发现各项指标显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数据相比较下，对照组的各项措施都没有实

验组的好。（P<0.05）结论：心血管疾病每年的死亡率占全球死亡率的 30%，护理风险管理是临床护理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更是体现护理服务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是护理管理中的高危人群，心血管

疾病也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且不是确保术后就能完全康复，在看护和休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变故，护理风险管理

是护理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更是对医护人员护理服务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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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主要是血管内部循环系统的疾病，主要的发

病位置在心脏血管和全身毛细血管内部，近几年心血管内科

疾病的发病率大步提升，发病人群主要集中在年龄为 55-75

岁的中老年人群中，而且一旦患病，发病率可以高达 90%以

上，甚至救治不及时会导致死亡，死亡率也高达 30%，但是

尽管救治成功后，后遗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高达 80%。所

以心血管内科的护理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护理对于后期

的病情恢复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要不断的精进护理的知

识，并且选择最佳的方式进行护理。护理是现代医疗体系的

必要环节，很多时候如果护理得当，病人恢复的效果就会越

好，那么治愈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随着患病人数逐年增

加且病患年龄越来越大，心血管疾病的护理风险也在不断增

加且难度非常的高，医患关系也日渐紧张，因此在护理管理

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心血管重症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将护理组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进行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对照组进行普

通护理模式。共选取实验对象为 132例（均获得家属同意且

无意外发生），分为实验组 66 例，对照组 66例。根据患者

的血压、危险发生率和再住院率等数据进行对比，并记录结

果，周期为一个月。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普通护理模式。实验组进行护理风险管理。

具体操作为：对照组患者给予普通护理管理，即日常遵医嘱

用药以及督促饮食平衡，定时观测血糖和测量血压，并安抚

家属情绪等日常护理工作。实验组患者建立风险管理小组，

由护理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培训，并进行统一的考核；并在

护理风险管理中制定管理制度，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

自身素养，并提高护理安全意识。因为心血管患者的生活自

理能力非常的差，而且处在重症监护下的患者更需要多一重

的保护，所以将床架全部安装护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需要

卧床休息，但是长时间的不运动也可能导致下身运动神经的

萎缩或者肌肉失去活力亦可能导致血管的不流通再次堵塞，

这也是造成术后并发症的原因之一，所以为了避免心血管患

者出现这种状况，也为了这种突发状况的发生，护理风险管

理也要适当的为患者做一些康复运动和按摩，帮助患者恢

复。

1.3评定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在一个月后的各项指标，患者后续在出院

后的满意程度和家属满意度以及面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等，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

1.4统计学方法

通过建立护理风险管理系统，及时查找患者可能会发生

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护理风险管理规划，尤其是在

重症监护室这样能一个危险的环境下，要采取护理风险管理

这种最佳的方式。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X²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评估安全风险因素

心血管重症疾病患者不管是通过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

疗，风险都是非常大的，而且服用治疗和修复心血管疾病的

药物容易引起并发症，从而增加了护理安全管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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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

对照组和实验组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突发

事件的概率所做出的汇总进行对比，最后发现，实验组比对

照组的突发事件的概率要低，且处理的方式更好。详细数据

请见表一。

2.3 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实验结束后（即为期一个月实验期），

根据调查表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护理满意度调查，详细数据请

见表 1。

表 1 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和患者满意度

组别 例数
突发事件发生

概率
满意度

对照组 64 5（6.67） 82.5

实验组 64 1（1.33） 93.7

X² 4.005 7.069

P 0.041 0.008

2.4 护理风险管理的好处

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突发事件的发

生，增加患者及家属满意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医患关

系，并成立护理风险小组，专项查找患者的风险项并及时向

医生反应，在最佳时间救治和护理患者。我们要给予最大的

帮助和护理，保证患者的安全。

3 讨论

护理风险管理作为临床护理的不稳定发生事件，它是突

发性和多变性的，护理如果不得当，轻则会影响患者的恢复

和治疗，重则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或者并发症而导致死亡，所

以，积极有效地提升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应用护理风险管

理是非常重要的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病

情都是比较严重的，即使手术成功依旧会有很多的潜在危险

因素，合理的护理方式和高效的护理方式是临床护理的重中

之重，所以护理风险管理是临床护理志在必得的护理方式。

护理人员除了护理职责，还要负责与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沟

通、健康教育以及收集患者和家属对于护理风险管理的看

法。从而更加完善护理风险管理，降低护理风险以及存在的

缺陷，提高护理满意度。

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逐渐趋向老龄化，而心血管

内科疾病多发生于年龄大的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

的各项机能和指标都已经下降了，而且在术后的恢复能力也

日渐降低，恢复效果差，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不高，极易引起

其他并发症。因此有效的治疗结合有效的护理是非常重要

的。常规的护理方式只是做一些常规的护理方式，而且在各

个方面都有欠缺，尤其是在重症监护室这个严峻的情况下，

如果护理不到位，很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通过这

一个月的对比实验，我们发现了护理风险管理在临床护理的

重要性和优势，所以，将护理风险管理全面应用是势在必得

的。

心血管内科疾病目前的治疗方式是手术或者药物干预，

不管是治疗时还是治疗后都需要长时间的躺卧休养，长时间

躺着不利于血液循环和肌肉的恢复，其他器官的供血不足也

会导致其它病症。但是在护理风险管理的作用下，身为护理

人员可以帮助患者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帮助血液循环和供血，

在可预测的风险范围内，做到最大的外力休养。做好与家属

的沟通，不让自己做出一些操作行为，对于患者的恢复和治

疗有一些伤害性的行为。医患关系一直都是医院与患者，患

者家属的潜在因素。如果在临产护理阶段可以很好地与家属

沟通，做好后续工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能

改善医患关系，这个发展是长远的、有意义的。

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室中有很大的帮

助和应用价值，可降低突发事件的发生，提升患者满意度，

做好护理工作，所以说，护理风险管理具有重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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