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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中潜在安全问题与风险防范措施探究 

朱秀珍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科 812399） 
 

摘要：目的：分析全科护理中潜在的安全问题，并探讨风险防范措施的效果。方法：在我院 2019 年 8 月-2021 年 8 月收治的住院患者中选取 80 例，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研究组（40 例）给予风险防范措施，对照组（40 例）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对比两组风险认知水平、风险事件发生率、

临床指标、护理满意度。结果：研究组认知较高患者占比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首次下

床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全科护理中存在防范意识较低、人员配置不合理等潜在

问题，经过风险防范措施的实施，能够提高患者风险认知水平，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改善护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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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是临床最普遍的护理方式，使用范围广，在许多科室

中属于共有基础护理技能，在多种疾病中均可应用。虽然全科护理

的专业性相比于专科护理较弱，但仍需要护理人员掌握规范的基础

护理知识，并且对疾病掌握范围要求较高，因此在护理实践中常出

现各种潜在的安全问题[1-2]。医疗和护理的统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二者的区别，为了给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全科护理

实施中需要不断地发现问题并改进，增强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扩

展护理知识面。另外全科护理中因病种多样，患者病情常会出现不

同的发展走向，这就需要护理人员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并能够

针对风险作出及时响应，保障患者生命安全[3-4]。本院全科护理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安全问题，如患者跌坠、压疮以及一些医患纠

纷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护理部开展临床护理相关改革，通过风险

防范措施开改进护理质量，本文就上述内容作出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9 年 8 月-2021 年 8 月收治的住院患者 80 例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研究组（40 例）男 22 例、

女 18 例，年龄 30-75 岁，平均（52.45±3.14）岁，疾病类型：呼

吸系统 12 例、消化系统 12 例、泌尿系统 8 例、血液系统 8 例。对

照组（40 例）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30-72 岁，平均（52.13±

3.20）岁，疾病类型：呼吸系统 15 例、消化系统 10 例、泌尿系统

7 例、血液系统 8 例。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列举常见的风

险事件，并指导其规范预防，维护病房环境整洁，定期通风。 

研究组：风险防范措施。（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于日

常护理操作规范设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建立应急预案系统，提高处

理风险事件的能力；对于日常护理工作进行详细记录，护理记录定

期给护士长签名，对于护理中的紧急事态如患者跌倒、医患纠纷等

要熟知预案处理程序及方法，严格执行。（2）加强护理人员护理质

量。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危机意识，借

助网络直播、多媒体、公开课等形式及途径开展护理技能培训，提

高专业水平；实践以人为本的医学理念，给予患者尊重及人文关怀，

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其情绪及心理，认真倾听患者主诉，给

予生理支持的同时，关注心理状态，建立良好医患关系。（3）树立

危机意识。护士长监督指导各项护理工作，包括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利用早教班时间指出近期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加强各方

协调沟通情况，随机抽查患者访问、护理查房等，检查医嘱执行情

况、与患者沟通水平。（4）风险总结分析。对于日常遇到的风险事

件，按照护理记录详细分析，召开护理研讨会，每位护理人员发表

自己的看法及改进建议，从风险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完善护理内

部管理水平，不断改进护理质量。 

1.3 观察指标 

（1）风险认知水平。采用本院自拟风险认知评估量表评价，

量表内容包括住院须知、需要配合的事项、安全注意事项、常见的

风险及预防等内容，总分 100 分，＞90 分为认知较高，60-90 分为

一般认知，＜60 分为认知较低。 

（2）风险事件发生率。观察两组发生跌坠、压疮、医嘱执行

错误或遗漏、沟通不畅等情况。 

（3）临床指标。观察两组首次下床时间、住院时间。 

（4）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拟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价，从

专业能力、人文素养、沟通能力等方面评价，总分 100 分，＞90

分为非常满意，60-90 分为满意，＜60 分为不满意，总满意度＝（非

常满意＋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计量资

料分别采用χ2 检验、t 检验比较，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风险认知水平 

研究组认知较高患者占比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风险认知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认知较高 一般认知 认知较低 

研究组（40 例） 23（57.50） 10（25.00） 7（17.50） 

对照组（40 例） 12（30.00） 15（37.50） 13（32.50） 

χ2 值 6.146 1.455 2.400 

p 值 0.013 0.228 0.121 

2.2 风险事件发生率 

研究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跌坠 压疮 医嘱执行错误或遗漏 沟通不畅 总发生 

研究组（40 例） 1（2.50） 0（0.00） 0（0.00） 2（5.00） 3（7.50） 

对照组（40 例） 2（5.00） 4（10.00） 2（5.00） 4（10.00） 12（30.00） 

χ2 值     6.646 

p 值     0.010 

2.3 临床指标 

研究组患者首次下床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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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临床指标对比（ sx ± ，天） 

组别 首次下床时间 住院时间 

研究组（40 例） 3.56±1.25 6.35±1.42 

对照组（40 例） 5.12±1.36 8.15±1.63 

t 值 5.341 5.266 

p 值 0.000 0.000 

2.4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 4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40 例） 23（57.50） 15（37.50） 2（5.00） 38（95.00） 

对照组（40 例） 10（25.00） 19（47.50） 11（27.50） 29（72.50） 

χ2 值    7.440 

p 值    0.006 

3 讨论 

3.1 全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医疗改革进程的加快，全科医学渐渐在临床普及，但目前

体系尚不完善成熟，总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实际护理实

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本院全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有：（1）护理范

围和内容广泛，针对性弱。全科护理内容涉及多个疾病系统，因此

容易造成护理人员对护理重点认知不清，基础操作水平不规范、护

理人员分工不明确等情况，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护理质量下降
[5-6]。（2）风险意识不足。全科护理人员多缺乏法律意识，对于日常

交接班缺乏严肃认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抗风险能力不足。（3）

全科护理相关规章制度设置不完全。在医院等级差异的影响下，三

甲医院与社区医院护理能力差异较大，配备医师队伍不均衡，这就

导致地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容易引发医疗拥堵或医疗资源匮乏等

问题，导致医患纠纷发生率升高，总体上表现出了医疗规章制度的

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科护理质量的改善造成了制约。（4）发展

阶段局限性。由于全科护理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系统性的

管理体系，在护理工作的监督指导方面存在不足，对护理标准要求

不高，比如在护理资料档案管理方面中有漏洞，在后续检查监督时

缺乏参考资料。在本院全科护理中发现的问题基本是上述几点，虽

然表现为小事件，但久而久之，存在更大的医疗风险，影响全科护

理的发展。 

3.2 风险防范干预措施 

针对全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中开展相关干预措施，首

先对相关规章制度体系进行完善，通过建立应急预案对风险进行防

范，及时发现护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上下级反馈沟通，严格

监督护理工作，落实各项护理规范措施。通过护理记录有助于上级

对护理工作的监督，从而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7-8]。对于可能发生的

紧急事件提前设置应急预案，有利于风险事件的防范、及时处理。

提高护理人员专业能力，定期开展护理培训，除了基础护理操作，

重视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网络科技发达的背景下，通过网络直播

观看公开课，有利于获得更多护理信息，与时俱进促进护理质量改

革创新，提高人才培养层次与质量[9-10]。在全科护理中对患者的人文

护理极为重要，能够维护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对护理的依从

性，利于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护理人员的危机意识，常见的

风险事件有跌坠、压疮、医患纠纷等，结合护理工作中遇到的突发

情况，在交接班会中开展针对性讨论，分析危机类型及特点，共同

探讨解决方案。对于护士长及领导层人员来讲，应加强重视监管职

能，增强护理工作监督力度，及时发现护理中存在的问题，落实各

项规范制度。 

通过以上各项举措，本院护理质量显著改进，研究组认知较高

患者占比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p＜0.05），研究组患者首次下床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p＜0.05），研究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风险防

范措施的实行有助于弥补全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改善护理

效果，提高护理满意度。从整体护理水平上看，全科护理应利用本

身优势，发挥先行性作用，相关领导部门应对全科护理岗位进行政

策性补助，尽量均衡地区医疗资源分配，促进整体护理水平提高。

在医疗发展的背景下，院内全科护理应全面跟进临床发展步伐，及

时调整发展模式，提高护理水平，在具体护理工作中，阶段性总结

护理经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促进护理工作顺利开展，加快全科

护理的发展。 

3.3 总结 

在我院全科护理中存在风险意识不足、护理范围太广等问题，

通过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改善护理水平，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护患关

系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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