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科学护理

风险管理在急诊护理质量管理中的运用
裘丽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浙江杭州 310003）

摘要：目的：探究风险管理在急诊护理质量管理中的运用效果。方法：160 例患者（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收治）根据风险管理应用情

况分为对照组（80 例，风险管理应用前）与观察组（80 例，风险管理应用后），对两组护理质量、护理风险、护理能力、护理满意度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人员基础能力评分、患者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0.05）；护理风险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风险管理的有效运用，对急诊护理质量、护理人员基础能力提升，护理风险发生率减少，护理满意度提高存在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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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质量管理是急诊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在于不断提高急诊护理质量，减少急诊护理风险，最大

程度发挥急诊护理积极作用，更好维护急诊患者健康，保障

急诊患者安全。由于急诊患者多为危重症患者，具备发病急、

进展快、病情复杂、并发症发生率高、死亡率高等特征，因

此对护理质量管理具有更高要求 [1]。文献资料表示，风险管

理强调相关人员能够通过风险识别、分析、评价等掌握风险

情况，并科学、合理运用各种应对方法、技术、手段进行风

险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处理，最大程度减少风险事件发生

率，减低风险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将风险管理应用到急诊

护理质量管理中，能够有效提高急诊护理风险预防能力，改

善急诊护理质量，消除护理风险不利影响 [2]。鉴于此，本研

究以 160 例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1 月收治患者为例，就

风险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探究，以期为急诊护理质量管理提

供指导，促进急诊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1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从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本院急诊科收治患者中选

取 160 例进行研究。其中 80 例抽取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风险管理应用前，纳入对照组；80 例抽取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风险管理应用后，纳入观察组。

对照组中男性 40 例，女性 40 例；年龄 23~84 岁，平均

年龄（57.45±12.22）岁；外伤 20 例，急腹症 22 例，心脑血

管疾病 28 例，其他 10 例。观察组中男性 38 例，女性 42 例；

年龄 22~84 岁，平均年龄（47.49±11.47）岁；外伤 22 例，

急腹症 20 例，心脑血管疾病 26 例，其他 12 例。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有可比性。两

组患者均有同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参与本次调查的共 25 名，

男性 2 名，女性 23 名；年龄 22~48 岁，平均年龄（36.63±4.18）

岁；大专学历 4 名，本科及以上学历 21 名。

纳入标准：（1）疾病确诊；（2）拥有完整临床资料；（3）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精神严重失常；（2）预计生存时间＜ 3d；

（3）依从性较差。

1.2  方法

对照组：风险管理应用前，给予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如

生命体征监测；病情观察与记录；遵医嘱落实各项基础护理

措施等。

观察组：风险管理应用后，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患者急

诊护理风险管理干预：（1）成立急诊风险护理管控小组，通

过急诊护理质量管理现状调研、急诊护理风险相关研究资料

整理分析、临床工作经验归纳总结等，掌握急诊护理风险管

理重难点，确定急诊护理质量提升目标，完善急诊护理风险

管理制度，优化急诊护理流程。（2）采用教育培训、多媒体

宣传、奖励机制、考核机制等，提高急诊护理人员基础护理

能力，帮助护理人员树立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风险意识，调动护理人员风险识别、判断、预防、处理的积

极性、主动性，以便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预见性处理。

（3）加强患者及其家属健康教育、心理护理力度，提高患者

对治疗的依从性，患者家属对治疗与护理的配合度，通过医

护人员与患者、患者家属相互协作，减少护理风险发生率，

提高抢救护理效果。

1.3  观察指标

护理质量：采用医院自制调查问卷围绕“基础护理、专

科护理、护患沟通、健康教育、应急处理、安全管理”等项

目评分，各项总得分 0~100 分，分数越高说明护理质量越高，

调查问卷 Cronbach's α 为 0.799。

（2）护理风险：按“护理差错、护患纠纷、意外事件、

并发症”4 种类型统计护理风险发生率。

（3）护理能力：根据科室护理能力考核表，对风险管

理应用前后护理人员“沟通能力、常规护理操作能力、综合

护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预见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安全管理能力、自我防护能力、爱岗敬业能力”10

项基本能力进行评价，各项得分 0~10 分，分数越高表示护理

能力越高。

（4）护理满意度：采用医院通用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Cronbach's α 为 0.798）获取“非常满意（80~100 分）、满

意（50~79 分）、不满意（0~49 分）”信息，计算总满意度 =（非

常满意 + 满意）例数 /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 ±s）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数（n）、率（%）表示，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护理质量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详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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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 ±s），分 ]

组别 n 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 护患沟通 健康教育 应急处理 安全管理

对照组 80 87.48±3.35 88.24±4.58 86.69±2.28 87.44±3.65 88.02±4.11 87.79±3.23

观察组 80 94.06±3.57 95.57±4.11 94.47±3.63 95.48±4.32 94.46±4.55 96.01±2.25

t 12.022 10.654 16.233 12.715 9.394 18.67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护理风险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差错事件各 1 例（1.25%）、2 例
（2.50%），护理纠纷事件各 0 例（0.00%）、2 例（2.50%），
意外事件各 1 例（1.25%）、4 例（5.00%），并发症各 1 例

（1.25%）、3 例（3.75%），护理风险总发生率分别为 3.75%（3/80）
13.75%（11/80）；护理风险总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5.010，P ＜ 0.05）。

2.3  两组护理能力比较

沟通能力、常规护理操作能力、综合护理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预见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安全管
理能力、自我防护能力、爱岗敬业能力观察组评分（9.56±0.22）
分、（9.42±0.32）分、（9.50±0.27）分、（9.49±0.22）分、
（9.51±0.24） 分、（9.57±0.19） 分、（9.62±0.15） 分、
（9.54±0.31）分、（9.55±0.23）分、（9.49±0.24）分，均
较对照组高（8.65±0.25）分、（8.47±0.31）分、（8.58±0.44）
分、（8.27±0.27）分、（8.34±0.28）分、（8.44±0.33）分、

（8.51±0.46）分、（8.15±0.44）分、（8.35±0.22）分、（8.32±0.41）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940~33.723，P ＜ 0.05）。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总满意度观察组达到 95.00%，对照组达到 85.00%，观
察组更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下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80 30（37.50） 38（47.50） 12（15.00） 68（85.00）

观察组 80 42（52.50） 34（42.50） 4（5.00） 76（95.00）

χ2 — 10.292

P — 0.001

3讨论
急诊科是临床基础科室，是各种危急重症患者抢救的重

要场所，其工作质量直接反映医院医疗水平、护理质量、医
务人员能力。因此，加强急诊科建设，不断促进急诊科医疗
水平与护理质量提升，对医院高质量发展存在重要意义。本
研究则立足急诊科护理质量管理，对其强化措施进行了探究。

文献资料表示，急诊科是护理风险高发科室，原因在
于：（1）急诊科收治患者以危急重症患者为主，多数患者
及其家属无法准确、全面描述病情，不利于医护人员诊疗与
抢救，容易发生护理差错。（2）急诊抢救护理的关键在于
“快”“稳”“准”，但多数患者病情复杂，涉及的护理内

容较多，如开通静脉通路、生命体征监测、抽血化验、心肺
复苏、肢体约束等，导致护理操作难度较大，容易出现操作
失误、操作损伤、最佳抢救时机错过等问题。（3）部分患者
及其家属易受病症、护理操作等因素影响产生严重应激反应，
降低对抢救护理的依从性与配合度，增加护理风险发生率。
（4）护理人员专业素质、工作经验、职业素养各不相同，导
致护理态度、护理能力存在差异，受护理人员影响，护理质量、
护理效率、护理风险防控效果提升受限 [3]。

针对急诊护理风险成因，结合急诊科患者护理需求，引
入风险管理理念并制定科学、完善急诊护理风险管理机制，
可有效规避、消除急诊护理不安全因素，减少护理风险发生
率，提高急诊护理质量与水平。本研究中风险管理应用后护
理质量评分大幅度提高，护理风险发生率由风险管理应用前
的 13.75% 降至 3.75%，与张翠娟 [4] 研究大致相符，说明风险
管理的有效运用利于急诊护理质量提升，护理风险发生率减
少。风险管理不仅注重护理风险管理制度完善，护理风险管
理流程优化，护理风险管理方法创新，也注重护理人员风险
意识树立、专业能力提高、防护经验积累 [5]。因此，将风险
管理应用到急诊护理质量管理中，利于护理人员各项基础能
力提高。本研究中风险管理应用后护理人员人际交往与沟通
能力、常规护理操作能力、综合护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自我防护能力等均得到提高，从而能够更好
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患者护理需求。
在风险管理应用下，患者满意度评分达到 95.00%，较风险管
理应用前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提示风险管理的科学运用，利
于急诊患者护理满意度提升。

综上所述，风险管理应用价值显著，对急诊护理质量提
升、急诊护理风险预防、急诊护理能力强化、患者护理满意
度提高存在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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