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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预见性风险管理在精神科老年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我院 2020.12-2021.12 月，1 年内精神科收治的老年患者 118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59 例，使用常规护理管理）和观察组（59 例，预见性风险管理）。结果：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精神科老年患者实施预见性风险管理，可以明显减少风险

事件发生，提高护理满意度，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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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是精神科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精神科疾病

具有明显的特异性，疾病作用于神经系统，病症表现在认知、情感、

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1]。在开展精神科护理工

作，除了要有专业的疾病护理技能，还需要高标准的风险管理[2]。

对护理的患者需要有充分的了解，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提高精神科的风险管理水平。本研究中，即分析了对精神科老年患

者实施预见性风险管理的应用价值，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 2020.12-2021.12 月，1 年内精神科收治的 118 例老年

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59 例，男 30 例，女 29 例，

平均年龄 67.25±5.98 岁）和观察组（59 例，男 29 例，女 30 例，

平均年龄 67.18±6.03 岁）。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均完全知情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预见性

风险管理，具体方法如下： 

1.2.1 常规护理管理 

对照组患者入院进行常规检查，核对个人信息并安排床位。宣

导住院作息时间表，饮食用药安全，个人人身安全注意事项等。 

1.2.1 预见性风险管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管理的基础上实施预见性风险管理，具体方

法如下： 

①增强安全管理意识。安全管理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渗透到

精神科护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增强安全管理意识涉及医护、病患、

家属，需要全员参与其中，共同为提升，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②提高风险预见能力。风险无处不在，尤其是患有精神疾病的

老年人，思维和行为都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开展护理工作时，需

要始终对风险保持敏锐的察觉能力，提高风险预见能力。 

③完善风险管理措施。患者入院后的活动范围基本固定在医

院，医院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直接与患者的安全挂钩。对患者的神

经状态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日常工作中关注患者的衣

食住行。定期开展安全问题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医院中的安全问题

并解决。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后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护理满意

度进行评价。在护理满意度的评价上，使用满意度调查问卷表进行

评价，满分 10 分，得分 9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得分 8 分－9 分为满

意，8 分以下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所有患

者×1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x2 和%表示计

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风险事件发生情况的对比 

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风险事件发生率的对比（%） 

组别 例数 意外跌倒（例） 伤人（例） 外出潜逃（例） 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50 2（4%） 2（4%） 1（2%） 5（10%） 

对照组 50 6（12%） 3（6%） 2（4%） 13（26%） 

x2 - 2.174 0.211 0.344 4.336 

P - 0.140 0.646 0.558 0.037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例） 满意（例） 不满意（例）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50 35（70%） 12（24%） 3（6%） 47（94%） 

对照组 50 23（46%） 11（22%） 16（32%） 34（78%） 

x2 - 5.911 0.057 10.981 10.981 

P - 0.015 0.812 0.001 0.001 

3 讨论 

精神科集中了大量精神疾病患者，承担了患者安全管理责任。

精神疾病患者的行为无法用常规思维揣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老年患者。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多有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多种

病症共同作用于人体，加上药物直接相互作用，对身体和精神都明

显影响[3]。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有高标准的安全管理能力，才能更好

地开展护理工作。 

预见性风险管理是根据当前的环境特征和人物特点，发挥逻辑

思维能力，预见风险事件发生的因素，通过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

达到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甚至完全避免的效果[4]。首先要增

强安全管理意识，安全意识薄弱，对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认知不足，

都会影响开展效果。老年患者身体各项功能逐步降低，所面临的风

险比其他患者更高，是安全管理的重点对象。提高风险预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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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刻刻都保持敏锐的察觉能力[5]。完善风险管理措施，需要将环

境和人为综合考虑，一切以人为本。为老年患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

的病房环境，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本研究显示，预见性风险管理

在精神科老年患者安全管理中有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对精神科老年患者实施预见性风险管理，可以明显

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提高护理满意度，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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