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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入导管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室，其能够在医院的患者急救服务、诊疗服务以及检测服务过程中发挥出积极的辅助作用。但同时，介入导

管室的不安全因素诸多，这也就给介入导管室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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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导管室的工作范畴比较广泛，其主要的作用是医生对患者进行

心脏及其他器官的介入检查，并针对检查的结果做相关的诊疗、治疗和

急救等。由于介入导管室的工作性质因素，导致了该科室的人员流动性

比较大，同时，患者被送至介入导管室，其在手术中、手术后的不稳定

因素多。因此，对于介入导管室护理“稳定”，就成为了首要考虑的问

题。本文通过探究和研究当下介入导管室在护理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安全

因素，从而对更好地保障介入导管室的安全管控、管理提供建议和意见。 

一、介入导管室护理不安全因素分析 

介入导管室护理的不安全因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着“外在

因素”。一般情况而言，介入导管室的不安全因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 

1、介入导管室的人员因素。因为介入导管室的职能范围广，其涵

盖了检测、治疗、急救以及护理服务等内容。这就会导致进一步的增加

了导管室的工作流程以及对人力有着硬性的要求。在实际的工作过程

中，导管室的护理工作者往往人力较少，但相应的还要承担起所有的护

理流程，因此就导致了护理工作者会常常处于一种“超负荷”的工作状

态。长久的超负荷状态不单单会影响护理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同时还可

能会出现一些不良情绪。从而进一步的增加了介入导管室的护理风险。 

2、介入导管室的医疗纠纷因素。医疗纠纷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对于介入导管室的护理而言，亦是如此。对于介入导管室的护理工

作者而言，其工作强度大且所面对的患者及其家属都是相对于心情急躁

或者情绪激动的人群。因此，这时候如果介入导管室的护理工作者不能

够做到耐心的解释、引导和答复问题，就很容易引发医患矛盾，从而给

介入导管室护理带来不安全的因素。 

3、介入导管室的文书管理因素。文书管理一般而言是保障患者利

益、明确诊疗过程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介入导管室

的文书、文件以及资料都是“后续”填写的，因此就少了诸多的“全过

程”、“全面貌”的文书记录。其实这对于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者也是一

个“没有办法”的因素，毕竟介入导管室所接待的患者都是“突发性行

为”的患者，在时间上并不允许护理工作者做到“先记录、后治疗”。 

4、介入导管室的护理技能因素。护理技能和护理水平的高低，决

定了患者的信任度、依赖度。如果在此过程中，护理工作者的技能水平

不到位，那么就很有可能引发医疗事故。同时，护理技能和水平还涵盖

了对患者的关注、关怀和关心，在此过程中如果不能够有效的与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甚至是漠视患者，那么也会导致不安全的问题发生。 

二、针对不安全因素的解决方式 

对于介入导管室护理的建设与发展，要“以服务患者为重点，建设

队伍素质为中心，引导职工思想为主旨”，如，通过培训、沟通、谈话

等内容，解答护理工作者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中的问题，通过解决

护理工作者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扣子”，从而大大减少介入导管室护理

的不安全因素。 

1、抓牢组织领导，促进业务保障。要想确保介入导管室护理的全

过程稳定，就要做到抓牢介入导管室护理“前”、“中”和“后”的时间

节点，抓好各项组织保障和内容。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前”的管理中，

做到对相关护理工作者作学习动员，明确纪律和制度，让护理工作者在

心理上解压；在“介入导管室护理中”的管理中，让技术好、技能好、

经验多的护理工作者上阵，并在手术过程中做到交流情况，沟通思想，

力所能及地将手术效果提质；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后”节点的管理中，

抓好介入导管室护理的文书填写和撰写，并做好对相关文书资料的保存

管理。 

2、抓优服务管理，促进工作实效。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提升和夯

实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者的学习成果与成效。重点抓好“机制管理”、

“平台管理”以及“队伍管理”。在“机制管理”方面，以介入导管室

护理工作者情况通报制度、学习总结制度、培训管理制度等切实做好护

理工作者的统一技能技术培训管理工作；在“平台管理”过程中，坚持

优化服务，充分搭建学习平台，发挥好经验优秀的护理工作者的引导作

用，丰富学习载体，切实夯实多元化学习建设；在“队伍管理”方面，

通过加强监督检查和量化考核，全方位、多层次的抓好队伍建设。 

3、抓紧队伍建设，务实成长根基。督促和监督相关护理工作者切

实牢牢把握“为患者服务”这个核心，以点带面实现整体介入导管室护

理水准的全面提升提高。如，对待患者家属的疑问，要做到耐心解答，

如果事态紧急，要对患者家属及时礼貌的说明问题。如，护理工作者要

能够有针对的做好对患者的解答服务，对于患者病况做到及时告知，对

患者心理做到及时疏导，对患者身体情况做到及时掌握。 

三、总结 

总结来说，对于介入导管室护理的安全保障，要能够进一步的做到

“进化”、“升级”与“加压”，从而真正的履行好“为患者服务”的职

责，持续化的进行创新建设，构建出“规范化”、“精细化”、“多元化”

的框架，才能够不断为介入导管室护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当

然了，对于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者的培训学习教育而言，也要做到时刻注

重和注意。比如说，在培训学习以及沟通过程中，要注重讲述护理工作者

们最关心的问题，每次开展的培训要做好思想中心的构造，一次注重解决

一两个观点，让每一次培训课程都行之有效；同时，要明确开展培训学习

以及沟通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在服务患者为基础的，因此要抓好介入导管室

护理队伍相关的专业提质，更好地统一部署培训工作目标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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