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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介入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陈志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目的  总结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在介入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介入放射科收治的 92 例患者，将所有患

者采取随机摸球的方法进行分组，有 46 例摸到蓝球，将其作为对照组，有 46 例患者摸到红球，将其作为研究组。对照组患者给予传统常

规的护理方法，研究组患者则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评分、临床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护理人员

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工作积极性、应急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手术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事故差错率及患者感染率均低于对照组，

最终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应用在介入治疗中可显著提升护理人员

的综合素质，提高临床护理质量，赢得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值得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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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治疗在临床中属于常用的微创治疗手段，在具体的应用中

能够达到高效、准确的目的，且有安全性高、创伤小、恢复快的优

点，在多种疾病中都成为了首选的治疗方法。但从侵入性来说，介

入治疗仍属于侵入性手术，需要在高标准、高要求的医疗环境下操

作，且要有超高精准性的技术设备来作为治疗工具，一旦出现失误

的操作将会影响到治疗效果及患者的恢复。因此，在该类手术治疗

中要采取护理风险管理措施，针对治疗中潜在的护理风险问题进行

有效的预判及识别，并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进行处理，保证治疗的

安全性[1]，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由此可见，在介入治疗中开展护

理风险管理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本次研究选取了 92 例介入放射科

收治的患者作为分析对象，以分组的方式对不同的护理管理方式进

行对比探究，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介入放射科收治的 92 例患

者，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采取介入治疗，均有完善的临床资料，

良好的意识状态及沟通能力，无合并精神障碍、重大脏器疾病及恶

性肿瘤的患者。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后进行随机摸球分组，有 46

例患者摸到蓝球，将其作为对照组，有 46 例患者摸到红球，将其

作为研究组。对照组中男性与女性比例为 26/20，年龄分布在 25 至

84 岁之间，疾病类型包括冠状动脉造影 21 例，脑血管造影 17 例，

外周血管造影 6 例，其他 2 例；研究组中男性与女性比例为 25/21，

年龄分布在 24 至 83 岁之间，疾病类型包括冠状动脉造影 22 例，

脑血管造影 15 例，外周血管造影 6 例，其他 3 例。两组患者以上

一般资料的构成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比较得出，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可进行对比。同时选取科室内的 10 名护士分别对

两组进行护理操作，每组各分入 5 名护士。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46 例患者由 5 名护士给予传统的常规护理方案，

对病房内的空气进行有效的消毒，并定时通风换气，对于患者平时

表现出的问题及时指出并改进，对患者进行全面的照护。同时，向

患者讲解介入治疗的优点，对于患者提出的疑问耐心的解答，消除

他们的顾虑，在基础方面做好具体的护理操作。研究组中的 46 例

患者则由 5 名护士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具体的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1）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合格的护理人员应有丰

富的护理学识，同时也要有更多的护理操作经验，这些除了依赖平

时的实践，更要定期对其进行专业的培训。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培

训来提升护理团队质量，为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打好基础[2]；（2）

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在科室内由有丰富经验的护理人员组建成

风险管理小组，并选 1 名资历深厚的护士作为组长，对各个组员的

工作都安排妥当，使其能够互相配合地进行护理工作，组内成员互

相学习，提高护理工作效率，以帮助患者早期康复；（3）对患者手

术之前的基本情况做好记录，包括既往病史、精神状态及具体的表

现等，对患者的病情做好评估；在手术操作过程中积极配合，提高

手术效率。另外，在术前护理人员应给予患者更多的鼓励，使其能

够减轻心理压力，对介入治疗充分信心；（4）对于重点患者要做好

手术中的护理工作，将手术所用药物要核对准确，了解患者的过敏

药物，严禁过敏药物应用到患者身上，以免发生医疗事故[3]；（5）

手术后要严格清点手术器械数量及止血海绵数量，防止器械丢失及

海绵滞留体内的情况发生；（6）做好患者术后的心理安抚工作，以

免其有焦虑抑郁的情况发生。详细地记录患者术后各项生命指标，

以便于与组内其他护理人员做好交接工作；及时为患者换药，防止

出现感染的情况[4]。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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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评分、临床护理质量及满意度。护

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使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表来进行评定，问卷的内容

包括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工作积极性及应急能力，各项分别打分，

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越高。临床护理

质量则使用手术成功率、事故差错率及患者感染率来评定。护理满

意度则根据评分段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及不满意，所对

应的评分段为 95 分以上、80-95 分、70-79 岁、低于 70 分，满意

度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及满意例数之和所占的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表示

方法为（ sx ± ），检验方法为 t，计数资料表示方法为（%），检

验方法为χ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使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评分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n 理论知识 技能操作 
工作积极

性 
应急能力 

研究

组 
5 

90.23±

3.57 

91.17±

3.72 

92.38±

3.81 

90.11±

3.56 

对照

组 
5 

76.24±

2.01 

78.23±

2.55 

79.02±

2.47 

75.68±

2.32 

t  6.325 7.023 7.021 6.842 

P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临床护理质量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护理质量比较[n（%）] 

组别 n 手术成功率 事故差错率 患者感染率 

研究组 46 43（93.48） 2（4.35） 1（2.17） 

对照组 46 40（86.96） 5（10.87） 4（8.70） 

χ2  9.311 4.574 5.562 

P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n 

非常

满意

（n） 

基本

满意

（n） 

满意

（n） 

不满

意（n） 

满意度

（%） 

研究

组 
46 30 10 5 1 97.83 

对照

组 
46 21 12 7 6 86.96 

χ2      3.021 

P      0.034 

3 讨论 

介入治疗以其精准、微创的优势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该类疾病患者多表现出复杂的病情，且疾病间有较大的差异，若在

治疗操作有失误的情况也会引发不良事件，招致患者及其家属的不

满，甚至会引发医疗纠纷事件。因此，在介入治疗期间应做好护理

风险管理工作，通过护理人员对潜在的护理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

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予以监督，以为患者营造一个良好安全的治疗

环境。具体的管理方法包括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对小组成员进

行培训；做好术前、术中及术后的风险管理措施，定时总结讨论并

汇总出现的各种问题，根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5]。从本次研究结果

可看出，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措施的研究组，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评

分更高，临床护理质量更优，护理满意度更高，与给予常规护理管

理方法的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将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应用在放射介入治疗中能够显著提

升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及临床护理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赢

得患者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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