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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呼吸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吴海霞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重庆 408300

【摘 要】：目的是观察风险管理在呼吸客户里当中的运用效果，采用的方法是某医院所收治的 60例呼吸内科患者作为此次探究目标，根据护理

管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组，分别是常规组和管理组，每组有 30例患者。这些患者当中的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管理，管理组开展风险管理，

对照两组患者护理之前和护理之后的水平和满意度进行对比，同时还要解析这两组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和纠纷问题。在实际运用风险管理之后，获

得的结果是跟常规组进行对比，管理组的护理水平和护理满意度有所提高，同时患者的护理风险事件和纠纷发生概率也有所降低，具有明显优势

（P<0.05）。因此在呼吸道护理管理当中，运用风险管理能够更好将护理水平和满意度提高。在护理过程中能够有效将其中发生的风险事件和纠

纷发生概率降低，使呼吸系统的护理获得患者认可。

【关键词】：风险管理；呼吸科；护理管理；运用；满意度

由于当今城市污染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呼吸内

科临床发病概率也在逐日增加。这种疾病除了会对患者日常生产生活

造成影响以外，还会威胁到患者生命安全。而老年人则是呼吸系统疾

病当中的主要患者，这些人员比较复杂，治疗这种疾病需要花费很长

时间，同时也增加了接受护理的风险。呼吸系统疾病在临床方面经常

可以遇到，这种疾病同样会给患者呼吸系统造成一定损害，而在这种

疾病的影响下，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会不断呈现下降趋势。从数据

解析当中可以看出，呼吸疾病患者情况很复杂，其免疫力非常低，同

时也会伴随很严重的负面情绪，导致无形之中使其护理风险性大大提

高，临床护理工作当中务必要对这项工作提高重视，加大风险管理。

因此，怎样将患者疾病的治疗效果提高，加强呼吸护理质量已经成为

目前呼吸科探究的重要内容。

1 研究资料和方法

1.1研究资料

选择某医院所收治的 60例呼吸科患者作为此次探究目标，根据护

理管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管理组和常规组，每组有 30名患者。管

理组的男性有 20名，女性有 10名，年龄分别在 19~55岁之间，常规

组的男性有 15名，女性有 15名，年龄分别在 20~57岁之间。对这两

组之间的研究资料进行对比，并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两组

患者基本资料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护理模式

针对常规组呼吸科患者开展常规护理管理，对管理组患者开展风

险护理管理。

首先，要求对实际问题开展具体解析。呼吸科的护士需要构建完

善的风险管理护理小组，对护理风险当中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解

析。这个科室中经常出现的护理风险很多，除了环境以外，还有治疗

和护患之间的矛盾风险等。造成治疗风险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在实际开

展护理过程中，并没有对制定的制度有效进行落实，还会发生一些呼

吸道护理不妥善的情况，有关护士的护理水平比较低；其中环境风险

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实际开展护理期间，整个病房的环境温湿度出现

不合理的情况。与此同时，还跟地面的清洁度有直接联系。造成护士

和患者之间出现矛盾危机因素的主要原因是护士在开展护理工作时态

度非常恶劣。其次，需要寻找证据。有关护士在护理过程中需要对前

期临床数据进行大量收集和整理，通过呼吸科的护理风险进行解析，

开展护理证据的全面查找。另外就是要对找到的证据进行解析，在查

找完成护理证据以后，有关护士需要从自身护理经验方面着手，对其

是否具有可行性开展全面解析。另外一方面是将方案落实到位，为了

更好使治疗风险得到最大化规避，有关护士在进行给药护理期间，严

格落实三查七对，以免出现给错药的情况发生。若一些患者本身就存

在一些精神类疾病，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监督其按时服药，在患

者服完药之后才可以离开。对呼吸科患者开展护理过程中，需要加大

日常护理管理力度，在患者住院过程中，有关护士需要加大病房的巡

逻检查力度，多次开展巡逻检查，这样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患者病情。

有关护士还要督促引导患者按时服用药物，患者在每次服药时，有关

护士要详细地核对药品，避免辐射药物的情况发生。如果护理期间患

者出现焦虑情绪，有关护士还要将防护措施工作做好，特别是在输液

期间，需要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将有关安全防护对策工作做好，避免

患者突然拔管的情况发生。若患者要卧床治疗，有关护士还要将相关

防护工作做好，第一时间增加防护栏，以免出现坠床事件。对于短暂

性的脑缺血以及智障患者等，有关护士要对其重点监护，尽可能将护

理风险因素降低。为了使护士的护理水平得到提高，呼吸科需要采取

有效培训对策，组织这些人员参与到培训当中，使各项护理措施能够

落实到位，尽可能将护理风险降低。为了更好对环境风险因素进行预

防，有关护士还要对病房日常的打扫和清理工作提高重视，对患者的

痰液等企业要第一时间进行清理，每日都要对病房进行通风和消毒使

医院内的感染得到有效预防，维持地面干燥和清洁度，还要确保患者

病房的阳光充足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播放轻音乐，使患者的负面情绪

能够得到缓解。为了在护理过程中避免护患纠纷风险问题发生，护士

在进行护理工作时，需要始终确保自身有良好的护理态度，对患者询

问的有关问题要及时、耐心地给予解答，在此阶段中，还可以通过有

效的心理疏导技巧。还要特别注意有关护士一定要对护理文书进行规

范且具体的记录，对自身所具备的法律意识不断进行提高，保证在出

现纠纷过程中，能够使自身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制定科学的奖惩

制度，为了使护士的安全性得到最大化提高，呼吸科一定要把奖惩机

制落实到位，对一些表现非常好的护理人员，需要采取有效奖励对策。

与之相反，则要给予一定惩罚，使管理制度的严格性得的提高，最大

程度上将管理效果和水平提高。不断加强对护士的管理力度，具体对

护士开展培训工作，比如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培训等，加强

这些人员职业道德和岗位责任意识等，通过有关培训护士在护理知识

和操作技能等方面都得到提高，这样能够更好避免护理期间发生意外

情况。与此同时，互利有关制度的管理以及操作流程管理也同样很重

要，要不断加强护理人员管理意识。严格对医院内部相关器械和药物

进行管理和控制。有关人员要定期对患者所用到的医疗器械和治疗药

物进行核对，从而确保其能够可以正常安全使用，确保急救药物的充

足性，使患者能够安全用药。

1.3研究标准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比和分析管理组和常规组护士的护理理

论和操作流程以及风险意识等，总分数是十分，分数高则表示每一项

指标都很高，并且对比这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和护理后的风险事件发生

概率，记录并且解析管理组和常规组患者在进行护理过程中发生护理

风险和纠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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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统计参数

采用 SPSS19.0处理最终探究所获取的数据，并且使用（


x±s）表

示两组之间的计量和计数数据，使用 t 和χ2进行检验，这两组之间的

数据有差异，并且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管理组和常规组护理前后水平和满意度评分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对呼吸科患者进行护理前和护理之后，管理

组和常规组的护士护理水平和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评分相差并不是很

大，这两组数据基本保持一致；而通过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护理之后，

对这两组患者各项数据进行对比，可以了解到管理组护士的护理水平

和护理满意度都要比常规组高，这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患者护理前后水平和满意度评分

分组 例数
护理水平 满意度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管理组 30 6.2±0.3 8.6±0.4 6.6±0.4 8.8±0.1

常规组 30 6.3±0.2 7.4±0.3 6.5±0.8 6.7±0.8

t 0.6264 10.6621 0.7284 22.2435

p >0.05 <0.05 >0.05 <0.05

2.2对比常规组和管理组呼吸科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护理纠纷

从表 2 当中可以看出，管理组患者在进行换理期间风险事故发生

概率为 4.2%，常规组患者护理期间的风险事件发生概率为 21.2%。管

理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的护理纠纷是 2.3%，常规组发生的护理纠

纷是 14.5%，对这两组数据的差异进行对比，其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对比常规组和管理组呼吸科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护理纠纷

分组 例数 坠床
给药

错误

意外

拔管

风险

发生率

护理

纠纷

管理组 30 1 1 0 1(3.2) 1(2.3)

常规组 30 4 3 2 9(21.2) 6(14.5)

X2 3.7846 3.3246

p <0.05 <0.05

3 结论

风险作为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个特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具有一定

损害可能性。风险除了会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影响以外，还会对患者

安全以及环境安全产生一系列不利因素，风险管理主要是在医疗护理

服务当中，对有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伤害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开

展相应管理和防范，有可能会表现出一些护理风险事件，合理的完成

防范措施制定工作。目前大气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工业生产会排放

出很多有害物质，并且吸烟人数也在逐渐呈现上升趋势，这样就造成

人体的呼吸系统发病概率越来越明显，这种疾病主要体现在呼吸衰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各方面，对患者生命质量和生命安全造成一系列

影响医院对患者进行收治之后，由于很多患者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变形

和较长治疗周期，呈现非常复杂的给药特征，导致临床护理的风险不

断增加。

呼吸科患者经常出现的症状则是呼吸困难，伴有咳嗽以及痰，一

些患者还伴有一些哮鸣音，这些症状的发生具有不定性，甚至严重的

会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这个科室所收治的很多人都是老年

患者，这些患者的病情变化非常大，复发率又高，出现意外事件的潜

在风险很大，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护理难度，所以护理管理就显得很重

要。护理质量的好坏除了要对医护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进行考验

以外，还取决于护理管理的落实。而使用常规护理模式，其针对性非

常差，在实际操作当中会伴随一些滞后性。这种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实

际管理需求。而风险管理指的则是运用评估和识别患者住院过程中有

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采取有效防范性对策，从而将护理质量提高，

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的预见性护理模式。这项护理模式的运转则是通过

分析、总结、实践再次进行总结作为主导。根据呼吸科时间案例对护

理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总结，采取具体护理对策，根据实践不断进行完

善和改进；护士专业水平也是风险管理的有效保障。这项管理工作的

实施和护理人员高度专业的技术水平都是最基本条件，关注护士技能

方面的提高，严格对护理流程进行规范，以免发生风险事件，特别是

突发性的事件应对培训，以便不可预见风险事故发生时能将患者受到

的损害降低。

对于呼吸科所表现出来的护理风险诱因进行全面解析，主要表现

在老年患者由于行动不够便捷，并且这些人员的自理能力和安全意识

都比较差，这都是病房当中经常会表现出来的意外现象；护士针对患

者病情并没有做好认真检查工作，而且在沟通交流时也比较欠缺；呈

现出药品管理缺乏合理性的情况；护士在理论知识和临床护理经验方

面都比较缺；表现出很差的责任心，则呈现出较差的病房管理现象，

其主要体现在病房消毒、病房探视和环境；实际开展护理过程中，需

要对这几个方面充分注意，若患者呈现出行动不便的情况，要准备好

护窗栏进行安置，同时还要将病房物品整齐摆放。保证患者能跟锐器

等一些具有危险性的物品保持一段距离。除此之外，对患者心理情况

和病情要提前做好定期检查，还要与患者多进行沟通交流，以便其紧

张情绪能够消除，这样不仅可以改善患者不安情绪，而且还能将其治

疗自信心提高。针对具体的巡逻检查方而言，护士还要认真检查，对

于交叉感染要充分避免，确保病房的流畅性。从最终研究探究中可以

看出，对呼吸科患者开展风险管理和开展常规护理管理人员进行对比，

护理过程中的水平和护理满意度在给予患者风险管理时效果非常明

显，风险事故发生概率也会降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总之，在呼吸科护理过程中运用风险管理，很大程度上能将护士

的综合素养提高，对改善其护理质量有着明显作用，降低护理期间不

良事件发生概率，能够更好将运用风险管理对临床护理的价值体现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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