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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在急诊监护室中的应用研究 
王  樊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摘要：目的：针对急诊患者，选取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就患者在急诊监护室的护理效果展开对比分析。方法：以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为研究样本选取范围，以随机均等分组法从我院急诊监护室在此时间段内收治的患者中选取 120 例，并以数字奇偶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各 60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应用风险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及护理差错情况。结果：观察组
患者对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更高、护理差错率更低。结论：风险管理有利于减少急诊护理监护差错，
能够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及对护理质量的评价，从而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风险管理；急诊监护室；护理管理；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For emergency patients, select the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ode, and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care unit. Methods: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120 cases of patients selecte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digital parity method i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each 6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study group applied risk management,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ursing quality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errors. Results: The study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of nursing 
qualit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and the nursing error rate were higher. Conclusion: Risk management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emergency nursing monitoring errors,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evalu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so as to build a harmonious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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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监护室是讲究危重病人的综合性科室，是医院的重要场所。

由于急诊病人病情危急、复杂多样，受到了严重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威
胁，急诊监护需要为其尽快实施抢救、尽力缩短抢救时间，以挽救患
者生命。因此，急诊监护室有着诸多安全隐患，工作人员任务重、工
作量大，抢救仪器使用频率高、易损坏，以及病人本身情况危急，导
致护理风险较高。常规的急诊护理管理仅为基础干预手段，缺乏对安
全隐患的充分预防和应对，其护理局限性较大，无法为患者提供完全
的安全保证。随着医疗水平和理念的提升，护理管理理念不断发展，
为降低护理风险，护理风险管理法应运而生，其通过对于环境等因素
进行针对性干预，有效降低了急诊风险。本文以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我院急诊监护室收治的患者为研究样本选取范围，对风险管理
在急诊监护室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现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选取范围为我院急诊

监护室在此时间段内收治的患者，以随机均等分组法从中选取 120
例，并以数字奇偶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60 例。观察组患者
中有男 34 例，女 26 例，患者年龄 21-75 岁，平均年龄（45.13±2.87）
岁；对照组患者中有男 33 例，女 27 例，患者年龄 23-76 岁，平均
年龄（46.27±3.23）岁。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基础临床资料，
可以得知两组患者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能
够进行比较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则应用风险管理，主要包括

以下几点。 
风险管理小组。由科室主任、护士长及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

理人员责成风险管理小组，对急诊监护室的日常护理质量进行监督
和指导，督促护理人员落实规章制度、严格遵循无菌操作守则。 

规章制度。应建立健全急诊监护室规章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
和之后遇到的安全问题对规章制度进行完善，将护理风险报告规
范、交接班制度、应急方式等内容进行明确。 

抢救流程。对急诊监护室抢救患者的流程规范并完善，合理区
分抢救区、急诊区以及重症区，对于需要抢救的患者，应及时开启
绿色通道，保证及时为患者提供救治。且各分区间应严格区分，避
免互相之间资源抢占，导致使用混乱影响急救。 

专业技能培训。应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升
其业务技能和相关知识水平，提高护理人员整体素质。在进行培训
前，应先对护理人员进行考核，划分业务能力和护理资历，以进行
针对性培训，将专业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 

加强管理。包括对护理人员日常工作与医疗用品两方面的管
理。应对护理人员交接班时间、内容进行明确，规范护理人员每日
工作记录，做好交接记录，将患者病情变化、治疗方案等内容记录
清晰。并应安排专人对医疗用品进行管理，定期检查维护医疗器械，
保证药物能够及时取用。 

安全意识。应强化护理人员安全意识，进行风险教育，提升护

理人员对安全风险的重视度、提升其责任心，要求护理人员正确意
识自身以外，主动了解患者感受与需求，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做
好危及预防。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评分，包括护理操作、护理文书及

无菌操作。以 100 分为最高分，分数越高则评价越好。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以 100 分为最高分，95 分以上为满

意，80-95 分为比较满意，60-80 分为一般满意，低于 60 分则为不
满意。满意与比较满意计入总满意率。 

1.4 数据处理 
在 SPSS25.0 统计学软件的计算之下，对本研究 120 例急诊患者进

行分析研究，计数资料（护理满意率、护理差错率）以卡方检验，表
达方式为（n%），计量资料（护理质量）以 t 检验，表达方式为（均
数±标准差）。当 P＜0.05 时，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反之无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观察组患者对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对

比有统计学意义，详细对比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护理操作 护理文书 无菌操作 
观察组 60 93.24±3.51 93.68±2.63 92.15±3.47 
对照组 60 82.91±4.38 85.33±3.34 84.46±2.93 

t  5.587 5.927 6.036 
P  P＜0.05 P＜0.05 P＜0.05 

2.2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为 96.67%，对照组则为 86.67%，观察

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详细对比数据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60 33（55.00）25（41.67）2（3.33） 0（0.00） 58（96.67）
对照组 60 23（38.33）29（48.33）6（10.00） 2（3.33） 52（86.67）

X2 / / / / / 3.927 
P / / / / / 0.048 

2.3 护理差错率 
观察组未出现护理差错，对照组有 4 例护理差错，差错率为

6.67%，观察组护理差错率显著低于对照组（X2=5.517，P=0.019），
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作为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急诊监护室具有特殊性强、综合性

强、患者病情复杂危急等特点，且其工作任务量更重、操作要求更
高，导致急诊监护室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较大。且部分护理人员缺
乏风险意识与安全意识，对安全隐患的预估不足，还存在专业技能
掌握不熟练、护理水平不足等问题，导致在发生安全风险时难以冷
静应对。护理风险管理质量对急诊监护室护理质量有着直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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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改进急诊护理中的薄弱环节、预防急诊监护室安全隐患，
才能提升急诊监护护理质量，在更大程度上减少护理风险事件，为
患者的健康安全提供保障。 

相较于常规护理管理，护理分此案管理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
其护理质量更好、护理差错更少，在更高程度上减少了急诊护理中
的安全隐患。从本研究中可知，风险管理的应用有效提升了患者对
护理质量的评价和护理满意度，充分证明了其在急诊监护室中具有
较高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综上所述，应用风险管理有利于提高急诊监护室工作质量、减
少护理差错，对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有显著效果，其对于提升急诊
监护质量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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