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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咽喉科病人的安全护理分析 

高林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安全护理在耳鼻咽喉科病人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共 76 例，

均选自我院收治的耳鼻咽喉科病人，时间为 2018 年 3 月-2020 年 9 月，在对病人护理过程中，按照干预方

法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共 38 例，接受常规护理联合安全

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共 38 例，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进行观察比较。结果 从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护

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两项指标的比较上来看，观察组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另一组，数值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

的评判标准（P＜0.05）。结论 在耳鼻咽喉科病人护理中强化安全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降低

护理安全风险，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尽快康复，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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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afe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in 
otolaryng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76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otolaryngology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September 2020. In the process of patient car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Start the experiment. Among 
them, a total of 38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a total of 38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combined with safet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ar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patients'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s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numerical difference met the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safety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reduce the risks of nursing safety,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 as soon as 
possible. It has high 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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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医院病患治疗中，耳鼻喉科疾病比较常见。

因患者的发病机制、病情严重程度及个人体质不一，

故临床治疗方法也会存在差异。为了让这些病患的

身体能够早日恢复，除了需要临床医生对病情仔细

观察并治疗外，临床护理也是医疗工作开展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环节。不过，由于耳鼻咽喉科患者数量

较多，并且病情复杂程度较高，受到疾病因素的影

响，患者的外部症状及生活情况也会发生改变，故

对临床护理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

在耳鼻喉科病人护理中，护士还需注重病人的安全

问题，强化各个护理细节质量上的控制，为患者提

供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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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选自我院 76 位耳鼻咽喉科患者，

在病人护理中，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将其分组展

开实验。其中，观察组包含男女患者 20 例、18 例，

年龄最大为 47 岁，对应平均值为（38.57±3.67）岁；
对照组包含男女患者 23 例、15 例，平均值为（39.64
±3.58）岁。所有患者精神、意识正常，无聋哑疾

病，从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上来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用于对照组，在病人治疗期间，护

理人员需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对病人的饮食、行

为作出健康性的指导，进行简单的健康宣教，提醒

患者需要注意的事项等[1]。 
将常规护理联合安全护理干预用于观察组。首

先，护理人员要学会转变观念，在病人护理中，以

患者为中心，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给予患

者更多的照顾与关爱，双方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这是护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能够很好

的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性。另外，作为护理工作的

主要执行者，护理人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在

与患者相处过程中，要有耐心，针对患者提出的问

题，应全力解答，面部保持微笑，向患者传递更多

的正能量，鼓励患者要坚强勇敢，怀有一颗永不言

败的毅力。在具体工作开展中，护理人员除了要按

照规定，向患者提供各项基础性护理服务外，还应

多加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与患者进行心与心的交

流。针对悲观、抑郁或者焦虑的患者，要及时展开

心理上的疏导，向患者讲解疾病出现的原因及各项

诊疗工作开展的目的和意义，强化患者对自身疾病

的认知，使其能够接受疾病的存在，坦然去面对现

实，从而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2]。 
其次，想要强化耳鼻咽喉科病人的护理安全，

护理人员应具备较强的专业水平，高质量、高效率

完成各项护理工作。伴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快速发

展，临床护理在医疗工作开展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

越高，对护理工作者能力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如

今，我国医学服务体系逐渐健全，护理理念在不断

的发生转变，所采用的护理方法也得到优化与改进，

更多新的护理模式陆续得到应用，这是医学护理领

域不断前进的重要体现。作为护理工作的主要执行

者，应熟练掌握各项护理技能，保持良好的综合素

养，胜任自己的岗位，热爱工作，将更好的服务提

供给每一位患者。为此，医院要加强护理人员的培

训，强化护理操作上的训练，达到精准、有效的目

的。另外，在相关护理制度的建立上，也需要不断

的完善，针对制度中陈旧以及需要整改的地方，要

及时的修补。要求护士需按照制度的规定，有效开

展各项工作。为保证各项护理工作有效落实，医院

还应做好工作上的监督，对工作质量进行检查，一

旦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 

最后，落实责任制，护理人员之间分工应合理，

责任分明，以此来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在

病人护理安全的维护上，护士要做好充分的安全准

备工作，针对以往病人护理中出现的安全事件，需

仔细分析原因，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减少护

理安全风险值，提高护理工作效率。另外，在工作

排班上，也应合理化设置，留给护士充足的时间进

行休息，保持在工作期间精神充沛。 
1.3 观察指标 
在两组护理干预方式下，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进行评估。总分值为 100 分，根据分值区间的不同，

划分为满意、较满意和不满意。另外，统计患者护

理期间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并计算出对应的比值
[4]。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的数据由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整理，计量、计数单位分别用（x±s）、%来表

示，分别使用 t、x2 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合 P
＜0.05 的要求时，视为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为

92.11%，对照组为 76.32%，两组患者护理期间风险

事件发生率比较：观察组为 5.26%，对照组为

21.05%，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3 讨论 
耳鼻咽喉科作为医院一大科室，包含多种疾病

患者。因疾病的存在，患者的身体出现不适，故呈

现出多种临床症状。为缓解病症、改善患者的不良

症状，临床医生需要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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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38 21 14 3 92.11 2（5.26） 

对照组 38 19 10 9 76.32 8（21.05） 

X2值      14.286 

P 值      ＜0.05 

 
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不过，想要患者的身体完

全康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患者需要

接受护理人员的照顾，对疾病进行管理，在确保患

者安全的前提下，将临床疗效发挥至最大程度。不

过，从耳鼻咽喉科患者以往的护理情况上来看，受

到患者自身因素、护理人员因素及医院环境等方面

因素的影响，在患者护理过程中会存在较多的安全

风险因子，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很有可能会引发多

种安全事件，对患者的身体造成伤害，同时还会影

响医院的名誉[5]。 
基于此，科室应提高对耳鼻咽喉科病人护理安

全方面的重视程度。强化护理人员的培训，建立健

全相应的护理服务制度，对护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约

束，落实责任制，每一项工作的开展更加具体、明

确，在这种护理服务体系下，即便是出现护理差错，

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并得到解决。对患者而

言，这种护理模式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患

者的护理安全，有效降低了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概

率，对于患者身体的康复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本次研究当中，应用护理安全干预的观察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另一组，并且护理中患

者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显著降低，差异符合统计学

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由此可见，在耳鼻咽

喉科病人护理中，护理安全力度的加强，可提高临

床护理的质量，降低护理风险，在护理工作中得到

推广与使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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