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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降低急诊科护理纠纷发生率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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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急诊科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干预对护理纠纷发生率产生的而影响。方法 在本院 2020 年 5 月-2022 年 3 月内急诊接受治疗患者中随

机抽选 98 例，随机对其进行分组，对照组 49 例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 49 例接受优质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纠纷发生率及患者临床护理

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患者护患纠纷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急诊科当中应用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临床护理纠纷发生率，使患者护理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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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医院非常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收治患者主要特点为发

病急、病情严重、疾病变化速度快，临床护理操作难度较高，护理

过程中极易出现护患纠纷[1]。近些年，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和

进步，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追求高质量护理，临床护患纠纷发生率

不断增加，所以优质护理开始在临床广泛应用。本次研究主要选取

98 例患者进行护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5 月-2022 年 3 月于本院接受急诊科接受治疗的患

者 98 例，随机将其划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各 49 例。对照组男性患

者 27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年龄范围 32~67 岁，平均（47.22±2.57）

岁。试验组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3 例，年龄范围 31~69 岁，

平均（48.22±2.35）岁。比较两组年龄、性别等相关资料，P＞0.05

无统计学差异，可以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检查患者生命体征，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对患者进行临床护理。 

试验组患者接受优质护理干预，操作如下：（1）生活护理：当

下新冠肺炎疫情比较严重，医院是重点防范区域，为有效解决患者

生活用品短缺等问题，护理人员需要及时询问患者临床需求，帮助

患者及家属采买相应的生活物品，有效提升患者临床舒适度。（2）

心理护理：受疫情影响，部分患者家属来院困难，探视患者受到影

响，部分患者因缺少家属陪伴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护

理人员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及时帮助患者联系家属，告知患者家

属患者实际情况，有效降低患者及其家属过度担心、焦虑等不良情

绪，提升临床护理满意度。（3）感染护理：急诊科接受患者多数病

情比较严重，临床护理过程中极易出现感染情况，护理人员需要密

切观察患者临床实际情况，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护理，做好

三管感染预防工作，通过院感季度反馈及科室检查表质控有效预防

患者出现感染。（4）约束护理：根据患者年龄、活动能力、意识以

及心理状态评估患者临床依从性，对患者开展健康宣教，详细为患

者讲解为何会出现此类疾病以及疾病治疗方法，告知患者遵医嘱对

疾病产生的积极影响，采取有效手段会患者进行约束，告知患者及

其家属约束的主要目的，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约束过程中需

要严格掌握相应适应证，维护患者尊严。（5）环境护理：护理人员

需要为患者打造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病房，根据天气适当调整

病房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做好消毒工作，定期通风，做好环境监管

工作，保证地面无垃圾和水渍，降低医院内部感染、跌倒等事件发

生率。 

1.3 观察指标 

（1）详细记录试验组与对照组护理纠纷发生率，并对其进行

比较。 

（2）采用本院自主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调查两组患者临床护理

满意度，调查表主要包括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以及不满意三个选项，

护理满意度调查表需要当场发放，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表

示，用 X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纠纷发生率 

试验组患者护患纠纷发生率 2.04%，对照组患者护患纠纷发生

率 18.37%，试验组护患纠纷发生率明显更低（P<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纠纷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护患纠纷发生率 

试验组 49 1（2.04） 

对照组 49 9（18.37） 

X2 - 7.127 

P - 0.008 

2.2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97.96%，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79.59%，试验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 49 38（77.55） 10（20.41） 1（2.04） 48（97.96） 

对照组 49 33（67.35） 6（12.24） 10（20.41） 39（79.59） 

X2 - - - - 8.295 

P - - - - 0.004 

3.结论 

急诊科收治患者病情比较严重，多数患者发病较急，所以急诊

科对医护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良好的护理可有效降低急诊科护理

纠纷发生率[2]。优质护理主要以“以人为本”作为临床护理理念，

可有效使临床医务人员综合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进而提升临床护理

质量[3]。临床对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主要从患者生活、心理、

环境等方面入手对患者进行干预，受到疫情影响，多数患者家属无

法到医院进行探视，部分患者临床还会出现生活物品短缺问题，护

理人员需要及时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患者家属进行联系，告知

患者家属患者实际情况，根据患者临床需求为患者购买相应的物

品，有效消除或缓解患者及其家属心理不良情绪。经过本次研究得

出，接受优质护理干预的试验组患者护理纠纷发生率明显低于接受

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明显比对照组患者

高，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综上所述，急诊科患者接受优质护理干预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

果，可有效降低急诊科护理纠纷发生率，具有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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