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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护理风险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运用价值。方法：选择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接受治疗的 120 例病
人进行研究，随机将这些病人分为干预组和常规组，每组病人的数量相等，均为 60 例，对于常规组的患者进行一般护理，针对干预组的患
者则开展护理风险管理，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和风险事件发生率。结果：干预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出常规组，干预组的风险事件出现率显
著小于常规组。结论：护理风险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应用，能够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避免产生风险事件与护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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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一直是医院重要的科室之一，承担着脑血管疾病、神

经系统疾病的治疗工作，而且神经内科的患者年龄较大，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意识与认知障碍，存在着很大的护理风险，极易引发护理
风险事件，这就为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风险管理是对
神经内科护理中存在的一些危险因素进行防范，从而为患者营造出
良好的康复条件，尽可能的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在提高护理质
量的同时，为医院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笔者研究护理风险管理在
神经内科护理中的运用价值，本文选取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20 例病人进行研究，现将研究过程报道如
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20 例病

人进行研究，随机将这些病人分为干预组和常规组，每组病人的数
量相等，均为 60 例，其中常规组病人的年龄均在 41—76 岁范围内，
平均年龄为 61.08 岁；干预组患者的年龄均在 42—75 岁范围内，平
均年龄为 62.74 岁。两组病人在年纪、身体素质等方面均无明显差
别（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2. 方法 
针对常规组采取一般性的护理方式，干预组要在一般性护理方

式的前提下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具体方法如下：①掌握护理风险因
素。神经内科的护理人员需要积极的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自
身的护理经验，总结出在神经内科护理工作中的风险因素，特别是
要对以往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分析，加深对护理风险因素的认识，
常见的风险因素有病情因素、心理因素和患者安全因素等等，护理
人员需要在做好分析的同时，总结出针对性、有效性的防范措施，
并在日常护理工作中进行实践。②做好风险因素的宣传工作。在患
者入院时，护理人员要耐心地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神经内科的风险
因素，告知患者常见的风险类型，让他们对于神经内科的风险有一
定的了解，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与此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在不
影响患者恢复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查房次数，从而了解患者的护
理需求，同时还保证神经内科病房地面的干燥清洁，避免患者出现
摔伤的现象。③生活管理。生活管理是护理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护理人员需要定期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检，对于长期卧床的
患者要定期进行翻身，并按摩患者的受压部位，降低患者压疮的发
生率，将病房内的杂物、易碎品清除干净，降低患者出现跌倒、碰
撞的可能性，在病床的两侧设置护栏，预防坠床事故的产生，在患
者如厕或者下床走动时，护理人员需要进行陪同，降低发生风险事
件的可能性。护理人员还需要为患者提供舒适、安全的住院环境，
定期地进行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温湿度符合相关要求。④突发事
件管理。神经内科时常会发生突发事件，护理人员及需要准备好各
种抢救设备与药物，随时准备好抢救工作。⑤用药管理。患者在用
药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一些不良反应，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用药进
行有效指导，充分发挥出药物在患者治疗中的积极作用，一旦患者
在服药后发生不良反应，护理人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
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并促使患者早日康复。 

3. 评价指标 

在患者出院时，神经内科的护士需要记录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和风险事件发生率，并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4. 统计学分析 
所有研究数据均利用 SPSS20.0 统计学分析软件做出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
2χ 检验，当 P＜0.05 时表明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在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干预组有 58

名患者认为护理工作很人性化，有利于自身的康复，患者护理满意
度为 96.67%，常规组则有 13 名患者认为护理工作质量有待提升，
患者护理满意度仅为 78.33%，干预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好于常
规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方
面，干预组总共出现风险事件 1 例，发生率为 1.7%，常规组总共
出现风险事件 7 例，发生率为 11.7%，干预组风险事件产生率显著
小于常规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的压力逐年提高，神经内

科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实际的神经内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着诸多
的风险因素，不仅会给患者的康复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且有致死风
险，再加上神经内科的患者老年人居多，很容易出现摔倒、治疗依
从性不高等方面的问题，一旦发生护理风险，直接影响着患者的康
复，甚至会引发护患纠纷问题。运用护理风险管理，从评估风险、
做好风险宣传，再到患者的风险管理、突发事件管理与用药管理，
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降低了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常规组采取一般性的护理方式，干预组实施护
理风险管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现对于常规组而言，干预组患
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高，干预组安全事件发生率更低，数据
对比差异均具备统计学意义，表明护理风险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中
的应用，能够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同时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患者的早日康复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结论 
总而言之，运用护理风险管理改善神经内科的护理质量，能够

提升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避免发生不安全的事件，有利
于患者的早日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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