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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对重症监护病房护理安全质量的影响分析 

洪雪娇 

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泸州 

【摘要】目的 分析对重症监护室内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理的效果。方法 从 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

区间内重症监护室内收治的患者中随机选择 94 例，根据护理模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患

者人数为 47 例。对照组整体患者均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内的患者则采取护理安全管理，对比相关指标。

结果 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实验组，P＜0.05。护理前，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

的护理质量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护理风险高于实验组，P＜0.05。结论 对重症监护室内患者实施

护理安全管理措施，可以显著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护理风险，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充分保证患者的安

全性，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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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on nursing safety quality in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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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on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from August 2020 to August 2022, 9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ode, that is, experiment and control.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47. The whol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and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5).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nursing risk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nursing risk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and fully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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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作为医院内的重点观察的病室之一，

其是危重症患者的聚集科室[1]。医院通过给予重症

监护室人力、物力、技术保障，可以提高患者的治

疗效果[2]。由于重症监护室内的患者的实际情况较

为严重，故患者常会出现病情变化，威胁患者的生

命安全[3]。而患者安全作为医疗服务的基础，其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医疗服务的复杂性逐

渐增加，各种不良事件、医疗差错、安全隐患等安

全事件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因此，本文将主要分

析对重症监护室内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理的效果，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区间内重症监护室

内收治的患者中随机选择 94 例，根据护理模式对其

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患者人数为 47 例。

实验组：男 28 例，女 19 例；年龄 61-82 岁，平均

年龄（69.08±7.14）岁；对照组：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63-85 岁，平均年龄（69.73±7.21）岁；

对两组年龄、性别等资料分析后，P＞0.05，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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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本次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纳入标准：

（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从发病至出院

均在本院接受诊治。排除标准：（1 ）中途转院。

（2）资料不完整。 
1.2 方法 
对照组整体患者均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内的

患者则采取护理安全管理：（1）制定护理安全管理

制度，以此保证患者的安全，结合各项安全制度，

建立安全质量小组，明确重症监护室内的各项护理

质量标准。科室需及时分析患者的实际情况，总结

影响护理安全质量的因素，随后制定合理的干预措

施，以此减少患者出现不良事件。（2）护理风险管

理：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护理负责人，并将护士长

以及责任护士共同组成风险管理小组，明确自身的

职责，进而分析各项检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以此

做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消除潜在的隐患。其次，科

室需要提升的就是护理人员在风险评估方面的意识，

并且由科室的护士长进行护理安全方面的教育，对

常常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探讨，再根据护理人员所

提出的不同意见来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方面的计划，

并且定期有科室护理人员开展培训，为了防治出现

疏漏，需要做好细节管理的工作，对患者的病情也

要密切的关注，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的处

理，加强巡查的次数，加固床档。同时，科室还需

组织人员接受培训，定期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等，建立定期考核制度，提高医患配合程度。并且，

护理工作中，小组成员还需完善自身的分级护理工

作，做好交接班制度，严格按照护理文书的规范进

行工作。工作人员还需严格按照要求书各类文书，

做好文书检查以及审核工作，完善护理环境中的消

毒隔离制度。为了保证工作质量，工作人员需合理

安排排版，以此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针对重点工作

环节需对其进行着重的安排，难度比较大以及特殊

的安排，需优化各项人力资源，进而减少不良事件

的发生情况。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数据来源于护理不

良事件上报系统。对比护理安全质量，采用四川省

护理质控中心的护理质量评价标准，对比实施前后，

全院护理质量得分，对比护理风险干预措施落实率，

应用四川省护理质控中心跌倒坠床管理、管道管理、

压力性皮肤损伤等集束化管理查检表，查检护理措

施落实情况。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

例（n/%）表示，χ2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

标准差（x±s）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

异。 
2 结果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出现肺部感染人数为 1 例，发热为 1 例，

未出现药物反应的患者，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

4.26%。对照组出现肺部感染人数为 4 例，发热为 3
例，出现药物反应的患者为 2 例，不良事件总发生

率为 19.15%。对比发现 χ2值为 5.045，P＜0.05。 
2.2 护理质量 
护理前，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

实验组的护理质量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3 护理风险 
实验组的护理风险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3 讨论 
质量与安全作为医院发展的关键，重症监护室

作为高风险重点科室之一，该科室内患者均存在病

情较重、变化较快，故患者的护理风险性比较大[4-5]。 
此时，需及时对重症监护室内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

理，以此保证患者的护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护理安

全[6-8]。 
表 1 护理质量（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分） 护理后（分） 

实验组 47 66.43±1.32 89.98±3.21 

对照组 47 66.87±1.26 79.43±2.54 

t 值 - 1.653 17.669 

P 值 - 0.1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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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风险（n/%） 

组别 例数 跌倒坠床率（%） 管道风险（%） 压力性皮肤损伤（%） 总风险性（%） 

实验组 47 2（4.25%） 1（2.13%） 2（4.25%） 5（10.64%） 

对照组 47 5（10.64%） 4（8.51%） 6（12.77%） 15（31.91%） 

χ2值 - - - - 6.351 

P 值 - - - - 0.012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

于实验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 4.26%，P＜0.05。护

理前，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

的护理质量 89.98±3.21/分高于对照组 79.43±2.54/
分，P ＜0.05 。对照组护理风险高于实验组，P ＜

0.05。可以看出，在护理安全管理下护士可以及时

识别患者潜在的危险因素，以此降低患者出现不良

事件的几率，充分保证患者的安全[9-10]。 
综上所述，对重症监护室内患者实施护理安全

管理措施，可以显著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护理

风险，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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