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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应用于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夏陈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重症监护室护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的效果。方法：选取 2020 年 5 月-2021 年 7 月在笔者医院重症监护

室治疗的 9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实施重症监护室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实

施风险管理模式。将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10.0%明显低于对照组，X2=9.4781；护理质量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护理满意度为 95.6%也明显高于对照组，X2=8.9784，

（P<0.05）。结论：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中实施风险管理模式可明显降低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同时也强化护理人员自身专业素养，提高护理工作质量。风险管理可以在重症监护室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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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是临床上非常重要的科室。该科室较为特

殊，收治的患者病情较为严重，护理人员工作量较大，各项

护理工作难度均较大。护理人员稍微不注意将会引发较大的

护理风险事件，进而威胁患者生命安全，降低重症监护室整

体护理工作质量，不利于维护医院的声誉。因此重症监护室

护理中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案尽可能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

生，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本文选取在笔者医院重症监护室治

疗的 9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探究重症监护室护理中应用风

险管理的效果。如下表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5月-2021年 7月在笔者医院重症监护室治

疗的 9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各 45例。对照组男女比例 22:23，最小年龄 18岁，最大

88 岁，平均（46.31±2.36）岁；观察组男女比例 21:24，最

小年龄 19岁，最大 87岁，平均（47.12±2.01）岁。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差异不大，（P>0.05）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模式，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病情遵照

医嘱对其进行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落实风险管

理。一是重症监护室需要完善护理风险管理制度，以制度来

约束护理人员行为，强化护理人员责任意识，降低护理风险

事件发生率。护理风险管理制度的确定需要结合重症监护室

实际条件，制定完善的突发紧急预案，全面评估患者可能存

在的危险因素，制定有效的护理对策；二是在护士长的带领

下组建风险管理小组，护士长担任风险管理小组组长，带领

组员严格落实各项风险管理程序，收集更为完善的风险信

息，将风险信息整理在一起拟定规避方案[1]。风险管理小组

每月可召开一次讨论会议，针对近期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展开讨论并制定解决对策。定期培训并考核风险管理小组成

员，确保他们具有较高的基础理论水平、实践操作水平等，

提高护理人员职业素养；三是护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风险识

别能力，可及时排查到患者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并对风险

因素进行科学性归类，制定有效的预防对策；四是护理人员

以风险识别为基础，提高自身权衡和评价风险的能力。护理

风险事件发生率高是重症监护室的显著特点之一，护理人员

具备较高的权衡和评价风险的能力可有效降低风险事件发

生率，帮助患者规避多种风险事件；五是风险管理小组成员

需要提高自身风险处理能力。小组成员需要具备较强的风险

管理意识，努力学习与风险管理相关的知识，并注意提高自

身语言表达能力，为护理文书的书写奠定条件。风险管理小

组绩效评价纳入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这一指标，强化护理

人员风险管控意识和责任意识。重症监护室对护理人员专业

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因此科室需要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

训，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丰富他们的理论知识。重症监护

室要实施责任制为主的护理管理模式，健全护理风险防范机

制，由专人对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进行监督。风险管理小组

成员需要严格落实查房制度，并将查房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在

一起，对其展开分析，制定整改措施，不断完善紧急突发事

件处理预案[2-3]。

1.3观察指标

将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

度进行比较。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用 SPSS19.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x2检验，（%）

表示；计量资料 t 检验，（ sx  ）表示；数据比较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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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统计学意义用 P<0.05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

表 1 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压疮 导管脱落 导管堵塞
护理风险事件

发生率

对照组 45 5 6 7 40.0

观察组 45 1 1 2 10.0

X2 9.4781

P <0.05

2.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n，）

组别 例数 护理记录书写 基础理论水平 实践操作水平

对照组 45 73.02±3.34 80.11±2.34 79.35±3.24

观察组 45 93.32±3.31 95.13±3.21 94.32±3.41

X2 9.6542 5.6916 6.3175

P <0.05 <0.05 <0.05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5 5 20 15 55.5

观察组 45 33 10 2 95.6

X2 8.9784

P <0.05

3 讨论

临床非常重要的科室之一就是重症监护室。该科室作为

急危重症科室，护理人员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均较大，护理工

作中存在很多风险因素，因此也是护理风险事件的高发科室

之一。所谓风险管理就是护理人员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数准确识别哦，并对其评估制定有效的风险处理应急预

案。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中实施风险管理便于护理人员及时

发现患者潜在的危险因素，能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

生，对于提高护理工作质量，确保患者安全，提高护理满意

度具有重要作用[4-5]。

据调查压疮、导管脱落、导管堵塞等是重症监护室常见

的护理风险事件，直接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强化护理人员的

风险管理意识，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定期开展对风险管理小

组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灵活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可将

潜在风险因素有效剔除。本次研究中观察组严格落实风险管

理，结果发现该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10.0%明显低于对

照组，X2=9.4781；护理质量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护

理满意度为 95.6%也明显高于对照组，X2=8.9784，（P<0.05）。

这说明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风险管理应用效果较好，可减少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提高护理工作质量[6-7]。

综上所述，风险管理可以在重症监护室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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