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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神经外科管道护理风险因素及针对性护理干预的实施效果。方法：研究的目标对象为神经外科患者，均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收入本院，共计从中选取 80 例。分组开展研究，将 80 例患者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均分至对照组和研究组中。对照组为 2021 年前半年入院的患

者，对其所使用的管道采取常规护理方法；研究组为 2021 年后半年入院的患者，在对管道护理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患者所用管道采

取了针对性护理措施。对比两组管道护理风险发生情况。结果：在全部患者中出现的管道风险事件包括管道脱落和管道阻塞两种，研究组仅有 1 例

出现管道脱落，风险发生率为 2.50%；对照组有 4 例出现管道脱落，2 例出现管道阻塞，风险发生率为 15.00%；研究组管道护理风险发生率较对照组

低，两组数据在统计学上呈现为 P<0.05，提示差异有意义。结论：针对神经外科患者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管道进行护理时，首先分析容易导致

管道脱落、阻塞等的风险因素，再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够有效减少各种风险事件的发生，提高管道使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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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在开展疾病治疗过程中，各种引流管的使用非常普遍，其

主要作用在于将人体组织间或体腔中积聚的脓、血、液体导引至体外，

以防感染情况发生，在疾病治疗和患者康复阶段发挥重要作用[1]。但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管道脱落或阻塞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出现这些风险

事件后，疾病治疗效果会大受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会明显延长，甚至

其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因此，有必要做好管道护理工作，认真分析

管道护理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对策，以减少风险事

件的发生。现本研究就对神经外科管道护理风险因素及针对性护理干预

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作为研究的时间段，选择这一阶段

本院神经外科收治的患者 80 例，其中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入院的患者纳

入对照组，2021 年 7 月至 12 月入院的患者纳入研究组，两组均有相同

数量的患者。对照组有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32-70 岁，平均（50.63

±2.17）岁；研究组有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32-70 岁，平均（50.45

±2.28）岁。将两组上述资料录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呈现为

P>0.05，提示差异在统计学上无意义，可进行进一步研究。 

1.2 方法 

对对照组所使用的管道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在对管道护理风险因素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组患者所用管道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 

1.2.1 风险因素分析 

（1）患者因素。很多患者因自身病症影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

良情绪，如焦虑、躁动、悲观、抑郁等，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干预，这些

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加重，出现不配合治疗的情况，自行将导管拔除，造

成管道脱落[2]。（2）护理人员因素。护理人员面对的病人数量较多，日

常工作强度大，很难照顾到所有病人，掌握每一位病人的实际情况，这

就使得管道护理方面的工作难以细致入微，相关风险事件时有发生。（3）

管道因素。管道本身缺乏完整的标注，导致护理人员对管道护理方面的

要点掌握不清晰，忽略一些容易发生的风险。 

1.2.2 针对性护理措施 

（1）建立完善的护理风险管理制度。总结护理工作中的常见问题，

并讨论有效的预防和处理对策，形成一套风险管理规范，指导临床护理

工作的开展，有效规避护理风险。（2）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详细讲

解各种引流管的护理知识，并教授细致的管道护理技巧，使护理人员掌

握相关知识和技能，做好管道护理工作[3]。（3）护理人员在平常工作过

程中，要加强和患者的沟通、交流，掌握患者的心理和情绪状态，对存

在不良情绪的患者进行耐心疏导，减少因患者情绪的影响而出现的护理

风险事件。（4）在进行引流管相关操作时，要特别做好固定及标记工作，

预防管道脱落等不良情况发生，保证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1.3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并记录两组导管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经分析可知，管道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情况为计数资料，表示为例数

（n）或百分比（%）的形式，采用χ2 检验；统计分析软件选择 SPSS20.0，

若得到 P<0.05，则表示数据对比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2 结果 

全部患者中出现的管道风险事件包括管道脱落和管道阻塞，研究组

风险发生率相对较低，为 2.50%，对照组这一指标数据为 15.00%，两组

数据对比符合 P<0.05 的标准，判断为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具体数

据见表 1。 

表 1  两组管道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管道脱落（n）管道阻塞（n）总发生率（%）

研究组 40 1 0 2.50 

对照组 40 4 2 15.00 

P    <0.05 

3 讨论 

通过本次研究可知，导致神经外科管道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因素主

要包括患者因素，即因情绪状态不佳而出现自行拔管的问题；护理人员

因素，即工作的细致度不够，各项操作不精深等；管道本身因素，即标

注不完整。针对这些风险因素，采取建立完善的护理风险管理制度，加

强对护理人员的管道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通过沟通帮助患者减

轻情绪困扰，细化引流管操作等护理措施。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实施后，

管道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大大降低。 

综上，针对神经外科患者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管道进行护理

时，需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作出评估，并全面分析导致风险形成的各种因

素，据此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最大程度提升管道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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