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3卷第 8期 2021 年

护理干预措施在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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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护理干预措施在急诊科风险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价值。方法：在我院近三年来急诊科收治的患者中随

机抽选 240例患者，使用随机抽选法分为参照组（120例）和试验组（120 例），其中参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措施，试验组采取

急诊护理干预。结果：试验组护理质量高于参照组，有明显差距，P＜0.05。结论：急诊护理干预措施应对急诊科护理风险管

理中能够有效地降低护理缺陷、提升患者治疗舒适度，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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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医院重症病人最集中且病种最多的科室，同时

也是医院对患者进行抢救治疗频率最高的科室，因人群接触

广泛，涉及病情专业知识较多，是所有急诊患者入院治疗的

第一道保障[1]。接收的患者人次繁多，患者病症不同，极易

发生护理风险，护理风险的发生会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伤，不仅对患者的治疗有巨大影响，还会导致患者投诉，影

响医院业内的声誉，极难开展后续护理工作。所以，在科室

收诊患者时，科室内医护人员需提前做好接诊准备工作，最

大限度降低患者入院治疗期间产生的护理缺陷，保证患者入

院期间的投诉率，从而提升医院在患者心中的良好形象。有

学者表示急诊科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实施急诊护理干预能够

有效地提高患者不良反应情况的发生。因此本次探究选择我

院急诊科室收治的 240例患者分为两组做阐述，具体内容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急诊科收治的患者 240例，其中女性患者 97

例，均龄（46.79±8.67）岁，男性患者 143 例，均龄（49.68

±10.32）岁，采取随机抽选法将两组患者分为参照组和试验

组。两组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案。

①接诊挂号：急诊科室患者往往起病急、病情重，患者

及家属迫切需要得到治疗，医护人员接收患者的同时协助家

属进行挂号，提前呼叫该症状隶属的值班医师，使患者能够

及时得到救治。

②交接患者：对解除重症的患者进行病房转移，将患者

转至普通科室病房。

试验组：对试验组采取常规护理的同时增加护理干预方

案。

①提升护理人员急诊意识：急诊科医护人员时刻谨记自

身工作职责，充分了解自身工作内容在科室的重要性，保持

端正的服务态度，树立良好的急诊意识，在进行护理操作过

程中，做到当机立断，不拖泥带水，时刻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且能迅速的判断出患者病情状况，积极采取预见护理措施，

确保降低患者发生急诊并发症状的频率，降低因患者病情判

断不准确导致死亡的几率。急诊科室的患者往往具有病情变

化快的特点，在患者及家属了解病情的情况下，多数家属会

表现过度担忧，患者的情绪也比较紧张、恐惧，这不利于患

者进行专项检查的准确率。所以，医护人员需要安抚患者，

使其平复心情，保持清晰的意识，避免患者因情绪过于紧张，

导致检测出现误差。高效的沟通能够消除患者疑虑提高治疗

配合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2]。

②就诊流程的管理：对患者入院时到患者康复出院时需

一套完整的安全管理。在急诊大厅中，急诊科医护引导站应

当设立于大厅显眼的位置，以便于患者及患者家属能够第一

时间得到咨询，在接诊时针对行动不便的患者需要准备推

床、轮椅等工具。对于院内资料较高的医护人员需要在分诊

处进行引导工作，主动热情接待患者和简单问候，消除患者

及家属初到医院的茫然、不知所措、焦虑的心理，时刻观察

患者的病症症状，根据自身经验迅速的做出正确判断，有效

地提高分诊正确率。

③转运过程中的护理：患者在经过急诊科诊断治疗病情

稳定后需要转运至普通病房，患者的安全转运是医护人员工

作中极其重要的步骤，在患者确定可以转移普通病房时，医

护人员需要与接受科室进行连线沟通，并向科室负责人简单

地讲述患者当前病况，以便于科室提前为病人准备所需的医

疗物资，在患者的转运过程中，需要注意各个管道的连接状

态，注意引流管在正常位置的固定，认真仔细检查相关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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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常运转，在转移过程中备好治疗患者在转运过程中出

现不良反应情况的抢救药品，在转运患者的过程中注意患者

内心变化。与患者沟通，进行开导的同时为患者疏通心结，

解决患者及家属提出的问题让患者及患者家属感受安全感。

在患者到达病房时，和接应科室的医护人员做好患者的交

接，以便于该科室快速掌握患者病情，充分了解患者病情，

提供高质量护理，在患者入住病房时，对病床进行消毒处理，

询问患者有无特定药物过敏史，保持开窗通风，阳光充足，

实时监测患者病情变化，避免未及时治疗发生医疗事故[3]。

④规范护理减少医疗纠纷：医护人员需要根据每天的工

作内容，对患者实施的护理工作以及普通救治事项详细的记

录在“医护人员护理文书”中。根据主治医师的方案对患者

进行针对性护理，将此过程的每一步操作以及患者出现的状

态等进行记录，记录完毕并存档，确保整个过程不会出现纰

漏，此举能够提供有利的病症依据，避免后期引起不必要的

护患纠纷。

⑤有效的医患沟通：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医护人员需要具

备的条件之一，如遇突发事件，医护人员在自身强大心理素

质的支撑下，做到遇事不慌，有条不紊。在工作过程中自身

定位清晰明确，不附带负面情绪，时刻保持乐观豁达，工作

过程中适当与患者进行交流，了解患者心中所想，心中所虑。

寻找患者出现心理问题的根源，根据根源对症下药，打开患

者心结，能够有效的避免医患之间的不良情绪，在交流过程

中医护人员需面带微笑，轻言细语，给患者愉悦感，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患者态度变好治疗积极性提高，医护人员同时

受到患者战胜疾病的积极心理影响，产生工作积极性，能够

更仔细、更投入地完成每一项护理工作。

⑥饮食：科室医护人员可根据患者的病情状态排列宜于

患者恢复的食物清单。比如：急性肠胃炎患者则需要注意保

持饮食清淡，忌辛辣食物避免患者肠道受到刺激加重病情或

造成二次不可逆伤害。根据患者药物的特性告知患者家属与

该类药物冲突的食物。某些药物需要在饭后服用[4]。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缺陷、患者投诉进行问

卷调查，汇总统计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P＜0.05 有统计学差

异。

2 结果

试验组综合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总满意=满意+一般

满意），P＜0.05。见表 1。

表 1 综合护理满意度（n=120）

组别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参照组 84（70.00%） 25（20.83%） 11（9.17%） 90.83%

试验组 95（79.17%） 23（19.17%） 2（1.66%） 98.34%

P — — — ＜0.05

试验组患者投诉率工作缺陷以及急救事故发生率均低

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投诉率工作缺陷以及急救事故发生对比（n=120）

组别 护理投诉 护理工作缺陷 急救事故发生率

参照组 34（28.33%） 13（10.83%） 4（3.33%）

试验组 2（1.67%） 2（1.67%） 1（0.83%）

P ＜0.05 ＜0.05 ＜0.05

3 讨论

医院所有科室中，急诊科是位列一线的重要科室，与院

内普通科室相比有着极大的特殊性。接诊人数多而杂，患者

病情不一，病症程度不一，医疗纠纷最易发生等特点。因此

制定护理干预降低医疗纠纷迫在眉睫，为降低护理管理工作

中出现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提高科室患者的护理质量，确保

患者能在良好的医疗环境下进行救治。对科室护理人员采取

针对性培训，对护理干预措施与医生和其他护理人员通力合

作，截长补短，从多个方面进行验证，保证患者从接诊开始

到康复出院的过程在医护人员管理制度、人员调配、培训监

督等多个方面提升急诊护理效果。本次研究中试验组在护理

的投诉率、护理质量的提升等均少于参照组，由此可见在急

诊科应用急诊护理干预规避医疗风险的发生效果显著，值得

进行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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