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 

 102 

医学研究 

内科护理中心血管护理风险因素分析及有效防范措施总结 
曹志仙 

(古交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  山西古交  030200) 

摘要：目的  分析内科护理中心血管护理风险因素，同时总结有效防范措施的方法及效果。方法  从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患者中选出 112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的方式进行分组，其中的 56 例纳入到对照组中，另外的 56 例纳入到观察组中，对照组中的患者

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未实施相应的防范措施，而观察组则对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实施了有效的防范措施。对比两组风险事件发

生率、投诉率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在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投诉率上进行对比得出，观察组的数据均明显小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的数据明显大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内科护理中心血管疾病的护理

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且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为了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及投诉率，应在科室内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为

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治疗环境，赢得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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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医院中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护理质量高低直接对医院

的整体工作造成影响，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能够促进医疗工作的顺利

开展，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环境。但护理工作在具体实施的

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发生一定的风险，给患者的

治疗与安全带来隐患，同时也会增加医患纠纷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1]。心血管疾病是当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及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类

型，该类疾病患者在治疗期间需要配合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提

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促进疾病的转归。而在具体的内科护理工作

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具有一定的护理风险，增加了患者与医

护人员之间的矛盾，导致护理工作难以顺利开展[2]。本文以 112 例

心血管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并以分组的方式对比了对风险因素进

行分析后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的效果，以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患者中选取出 112 例作为本次的

研究对象，其中包括男性患者 65 例，女性患者 47 例，患者的最大

年龄为 79 岁，最小年龄为 47 岁，病程最长 20 年，最短 2 年。所

有患者的就诊时间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纳入的所有患

者均符合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标准，疾病类型有心脏病、冠心病、原

发性高血压等。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次研究表示知情同意，并

在同意书上签字。按照随机的原则将所有患者进行分组处理，其中

的 56 例患者纳入到对照组中，另外的 56 例患者纳入到观察组中，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结果显示组间差异并不大（P＞0.05），

进行后续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56 例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仅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

未实施风险因素分析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按照常规的方法对患

者实施一般性的基础护理。观察组中的 56 例患者则除了给予与对

照组相同的常规护理方法以外，还对护理工作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对患者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由经过专业培训

的护理人员进行分析，再针对相关的因素实施防范措施[3]。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护理投诉率及护理满意度。其

中护理满意度以医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调查评估，调查

表的内容包括护理人员的态度、护理人员的专业护理技术、护理效

果，对各项内容让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评分，分数越高则表明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越高，根据分数的高低将满意度等级划分为非常满意

（评分在 95 分以上）、一般满意（评分在 75-94 分之间）、不满意

（评分在 75 分以下），满意度的计算方法为非常满意例数与一般满

意例数之和所占的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均纳入到 SPSS23.0 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均表示为（%）格式，进行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风险发生率及护理投诉率比较 

观察组护理风险发生率及护理投诉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对比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风险发生率及护理投诉率比较 

组别 例数 
风险发生

例数（n） 

风险发生

率（%） 

护理投诉

例数（n） 

护理投诉

发生率

（%） 

观察组 56 2 3.57 1 1.79 

对照组 56 12 21.43 7 12.50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对比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n） 

一般满意

（n） 
不满意（n）

满意度

（%） 

观察组 56 50 5 1 98.21 

对照组 56 40 7 9 83.93 

3 讨论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看出，在心血管疾病患者护理工作中存在一

定的风险问题，增加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及护理投诉发生率。通过

具体的分析后得出，风险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实施有效的防范

措施则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中选取的 120 例患者均为住院治疗的

心血管疾病病例，分组后对照组的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而观

察组则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得出结果

显示，观察组的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护理投诉率均更低，且护理满意

度更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

提示，在心血管疾病护理工作中进行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并总结实

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以下详细分析了内科护理中心血

管护理的风险因素及具体的防范措施。 

3.1 风险影响因素及分析 

3.1.1 患者及其家属 

心血管疾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具有较强的发作性，且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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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命安全有较大的威胁，发生猝死的概率较高。一旦患者有意

外情况发生后则大部分的家属会认为是在治疗上出现了问题，或者

是将问题推到护理人员身上，认为是未对患者实施精心的护理操作
[4，5]。另外，对于一些病情较轻且没有明显症状的患者，患者及其家

属均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他们对疾病缺乏较高的认知，往往存在没

有经过医护人员的允许就外出的事件，在治疗及护理上依从性及配

合度均较差，患者或是家属一旦对医疗操作不理解或是不能接受则

往往会引发护理纠纷事件。 

3.1.2 护理人员 

心血管内科中存在着一些护理人员缺乏丰富的护理经验，有些

护理人员不能主动地记录护理凑走，缺乏护理风险事件的应急能力
[6]。在具体的护理操作中有不熟练的表现，或是存在态度、语言上

的问题，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护理人员存在不满的情绪，从而增

加了护理风险事件。 

3.1.3 医疗器械、设备及药物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与更新，医疗器械、设备及药物也在不

断的更新，若护理人员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现代医疗器械、设备及

药物的具体应用则会带来一定的护理风险[7]。另外，用于治疗心血

管疾病的药物种类繁多，在用法及用量上有不同的要求，一旦护理

人员在为患者指导应用中出现错误则会带来较大的风险，严重的会

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3.1.4 环境因素 

基础设施设备及布局在护理工作中也有对应的影响，一旦出现

不合理的情况则有潜在的风险，容易引发护患纠纷[8]。如医疗设施

设备存在噪声、分贝太高等情况都是常见的不安全因素，对患者造

成不利影响。 

3.1.5 护理风险管理制度 

在具体实施护理工作中，大部分的护理人员缺乏风险管理意

识，未主动进行风险防范训练，参加的专业防范措施培训较少。护

理风险管理制度未完善，以及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制度时，缺乏严格

的监督管理，以致护理风险监督和预防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

用，从而导致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9]。 

3.2 有效的防范措施 

3.2.1 落实好各项规章制度，强化护理人员的团队意识 

科室内的管理人员应对护理人员进行指导，使其能够认真地工

作，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每项护理操作。掌握自己的工作职责，

一旦工作中有失误的情况出现后应及时地向上级领导汇报，从而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10]。在护理操作中，护理人员切不可隐瞒自己的

真实工作能力，也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防止出现严

重的不良事件。在科室内成立质量监控小组，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

度，并由专门人员做好检查与督促工作，及时发现出现的问题并积

极主动地进行改进。另外，不断地培养护理人员的团队意识，将工

作中出现的遗漏问题进行及时的弥补[11]。 

3.2.2 强化对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护理质量 

在科室内制定有关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常规护理方法及教育方

案，印制成资料小册子发给护理人员，要求每月进行 2 次业务学习，

并在晨会上进行提问，选择典型的病例进行业务查房。同时，组织

护理人员学习新购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请专科医生为护士讲授心

电图知识及疾病的病理、生理知识。制定严谨的层级培训计划[12]，

定期考核护理常规及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的使用、心肺复苏术等操

作，按时按质完成考核，制定奖罚制度，充分调动护士学习的积极

性，确保每位护士均能准确、熟练地进行操作和护理，防止发生护

理差错，使护理安全质量得以保证。 

3.2.3 加强护患之间的沟通 

护患沟通在护理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预防风险事件的发

生保持良好的护患沟通是关键。通过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主动沟

通能够提高其护理依从性，能够及时了解并掌握患者的身心需求及

变化，便于及时调整护理方案[13]，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护理风险事

件的发生。 

3.2.4 加强对医疗器械设备及药品的安全管理 

护理人员应及时地掌握医疗最新动态信息，并对全新的医疗设

备、药品等能够正确地使用，以免在具体的应用中出现不当的操作

而导致风险事件的发生。另外，对于医疗器械、设备及药品要做好

安全管理工作，定期进行检查并由专门人员进行管理[14]。 

3.2.5 改善医疗环境，改进服务设施 

定时巡视患者并对其医疗环境进行及时的改善，为患者提供更

加人性化的护理服务。通过巡视及时发现存在的不安全环境及设

备，如在病房内安置扶手，在卫生间放置防滑垫，防止患者出入过

程中出现摔倒的情况。对于危险品在合理的放置，并在表面贴上明

显的标识，以免患者触碰，造成危险事件。定时为患者打扫病房，

保持地面、桌面干净整洁，及时改善不安全因素，从而提高护理质

量[15]。 

3.2.6 建立健全护理风险管理制度 

在科室内建立健全护理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制度进行并一

一落实到位，监督护理操作过程及护理风险事件的处理，同时根据

护理实际制定出有效的应急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张丽.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策

探析[J].健康大视野，2021(011)：280-280. 

[2]郑玉霞.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

策[J].健康大视野，2021(015)：291-291. 

[3]李跃芹.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措

施[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20，8（15）：9-10. 

[4]宋小霞.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

策[J].特别健康，2020（35）：199. 

[5]马娟，王静.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与安全防范

对策[J].心电图杂志：电子版，2020（3）：375-376. 

[6]顾凤.心内科常见护理风险及预防对策分析[J].健康之友，

2020（9）：247. 

[7]鲁倩,韩志华.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存在的风险与对策分析

[J].人人健康，2020(14)：511. 

[8]贾欢.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策

[J].饮食保健，2021(009)：211-211. 

[9]常海丽，和元春.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

防范对策[J].保健文汇，2021（8）：107-108. 

[10]梁晓芳.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

策[J].健康大视野，2021(014)：16-16. 

[11]薛霞，周培召.心血管疾病在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

及安全防范对策[J].养生保健指南，2021(001)：200-200. 

[12]刁宣贞.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

策[J].健康大视野，2020（006）：84. 

[13]尹德荣.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分析及安全防范对

策[J].健康必读，2020（001）：226-227. 

[14]邹成春.心血管内科护理管理中风险因素与安全防范方法分

析[J].健康必读，2021（15）：165. 

[15]郝茭茭.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因素及其对策分析[J].饮食保

健，2021(014)：13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