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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的
应用与效果
杨洁，王骞，张琪，姚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北京  100034）

摘要：目的：分析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与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

102 例呼吸科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研究组予以护理风险管理干预，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比

较两组护理满意度。结果：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98.04%，高于对照组的 88.24%（P＜ 0.05）。结论：呼吸科危重症患者采用护理风险管理应

用价值显著，有助于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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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疾病中，以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等常见，其
病情比较危重，需要住院治疗，且主要发病人群以中老年
患者为主，病情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治疗过程中护理风险
较大，造成护理难度性增加，如果护理方式不当，易影响
患者身心健康 [1]。常规护理难以满足患者的实际治疗需求，
因此应采取更为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此降低呼吸内科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疗效及护理满意度。本研究
分析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与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
的 102 例呼吸科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各 51 例。研究组男 31 例，女 20 例；年龄 50~80
岁，平均（65.35±3.25）岁。对照组男 32 例，女 19 例；年
龄 51~80 岁，平均（65.85±3.15）岁。两组一般资料均衡可
比（P＞ 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如加强用药指导等。研究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护理风险管理。（1）护理风险评估。
护理人员将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和发生原因详细记录，
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由于呼吸科重症患者卧床时
间较长，治疗时间长，长期受病痛折磨，极易出现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治疗需求明
确化，给予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此外，若医疗设备出现问
题，应第一时间予以更换；护理人员应加强责任意识，并
注重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2）加强防范意识。医院应定
期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引导医护
人员提高护理风险防范意识，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3）
健康宣教。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对疾病发生原因和护理
风险进行详细讲解，使患者和家属均具备正确的就医态度，
预防过激事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98.04%，高于对照组的 88.2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51 45（88.24） 5（9.80） 1（1.96） 50（98.04）

对照组 51 40（78.43） 5（9.80） 6（11.76） 45（88.24）

χ2 7.587

P ＜ 0.05

3 讨论
呼吸科疾病种类较多且严重，患者涉及的护理问题存在

着明显差异，需对各种不良事件风险予以排除，通过对潜在
风险和原因充分评估，促进护理活动的顺利进行，不断强化
治疗效果，为患者顺利康复奠定良好的基础 [2]。

护理风险管理主要是指评估不安全因素导致不良事件的
发生原因，准确评估和判断潜在的风险因素，制定合理的护
理措施，旨在将各种风险的发生概率降至最低，确保患者具
备良好的配合度。护理风险管理干预实施过程中，先要进行
风险评估，加强防范意识，进行健康宣教，定期开展培训活
动，进一步强化护理人员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等，对其治疗
流程、潜在护理风险等进行详细讲解，最大程度规避不良事
件发生。

综上所述，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应
用效果较显著，可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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