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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应用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秦 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采取护理风险管理模式的效果。方法 120 例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选

自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60 例，常规管理）及实验组（60 例，护理风险

管理），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两组护理风险发生率、风险知识掌握情况及满意度比较，可见实验组显优（P
＜0.05）。结论 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采取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可降低护理风险的产生，提升患者的风险意识，确

保患者的安全性，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此种管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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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odel in neurosurgery inpatients. 
Methods 120 inpatients of neurosurgery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60 cases, routine management)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60 cases,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nd compar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risk 
incidence, risk knowledge mastery, and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ode in neurosurgery inpatients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nhance the risk awareness of patients,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nd help to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This management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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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的持续发展造成患者在医院诊疗护理过

程中常面临着种种潜在的医疗护理风险[1]，因此患者的

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神经外科因患者

众多，病情严重，护理工作量较大，易发生风险事件。

这不仅加大患者的痛苦，还易引起医患纠纷，不利于

医院的发展。护理风险管理则是通过护理人员评价分

析工作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

减少护理风险事件产生，提升患者的安全性[2]。为此，

120 例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选自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探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采取护理风险管理

模式的效果。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120 例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选自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60 例，常

规管理）及实验组（60 例，护理风险管理）。所有患

者基础资料完整，均为住院患者，向其表明本次研究

意义后，同意参与此次研究。排除存在其他器官功能

性障碍疾病，认知障碍，精神疾病，以及因其他因素

无法配合本次的研究者。其中参考组男、女例数分别

为 34 例、26 例，年龄 35-78 岁，均值范围（56.76±
3.21）岁。实验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35 例、25 例，年

龄 36-77 岁，均值范围（56.73±3.54）岁。两组资料

比较差异小（P＞0.05）。 
1.2 方法 
参考组采取常规管理，实验组采取护理风险管理，

方法如下： 
（1）组建护理风险管理小组：本组成员为护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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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护理人员，小组成员共同制定护理风险防范制度，

且严格落实。护士长担任组长，负责护理安全措施施

行监控，护理人员则进行护理安全措施的实施。 
（2）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制订安全培训方案，对

护理人员定期开展有关法规、风险意识及护理安全知识

的培训与评估，还对科内护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

讨，以期提高护理人员潜在风险预见性。神经外科是高

风险科室，每月开展一次安全教育专题培训，就安全隐

患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强化护理人员危重病护理及急救

技能的训练等，从而提高其业务水平及技能。 
（3）风险防范措施实施：对住院患者进行压力性

损伤、跌倒、血栓等风险进行评估，存在风险者，应

在其病床边挂风险标识，给予患者安全宣教。护理人

员每天进行跟踪安全防范措施的施行，定期进行效果

评价。 
（4）安全宣教：为患者及家属进行风险防范知识

讲解，采用护理安全防范图册、护理文化墙及宣传手

册等形式进行宣教。在患者住院期间、术前、术后及

出院期间为其进行防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及烫伤

等风险事件预防指导，促使患者及家属能够积极做好

防范措施。 
（5）强化组织管理：建立完善神经外科护理风险

预案，并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意外事件应急演练活动，

增强护理人员的干预意识，规范各类风险评估单的应

用，有效落实防范措施。 
1.3 效果标准 
（1）护理风险发生率情况 
对两组护理风险发生率情况予以观察记录，其中

可见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意外拔管等。 
（2）风险知识掌握情况 
对两组患者风险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分数越

高，则风险知识掌握较好。 
（3）满意度情况 
采取自制的满意度问卷表对两组满意度进行了

解，计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

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风险发生率比较分析 
表 1 显示，实验组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8.33%，参

考组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23.33%，护理风险发生率中实

验组显低（P＜0.05）。 
2.2 风险知识掌握情况 
表 2 显示，风险知识掌握情况中实验组显高（P＜

0.05）。 
2.3 两组满意度情况 
实验组满意度为 93.33%（56/60）：非常满意 37

例，占比为 61.67%，一般满意为 19 例，占比为 31.67%，

不满意为 4 例，占比为 6.67%。参考组满意度为 68.33%
（41/60）：非常满意 21 例，占比为 35.00%，一般满

意为 20 例，占比为 33.33%，不满意为 19 例，占比为

31.57%。χ2 检验值：（χ2=12.102，P=0.001）。满意度

比较，可见实验组显优（P＜0.05）。 
表 1  两组护理风险发生率比较分析[n,(%)] 

组别 例数 跌倒、坠床 意外拔管 压力性损伤 护理风险发生率（%） 

实验组 60 2（3.33%） 1（1.67%） 2（3.33%） 8.33%（5/60） 

参考组 60 5（8.33%） 4（6.67%） 5（8.33%） 23.33%（14/60） 

χ2 - 1.365 1.878 1.365 5.065 

P - 0.243 0.171 0.243 0.024 

表 2  风险知识掌握情况（ ） 

组别 例数 风险知识掌握评分（分） 

实验组 60 92.32±2.32 

参考组 60 74.54±3.46 

t - 33.060 

P - 0.001 

 

x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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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交通行业的持续发展，交通事故等频繁出现，

各种颅内疾病极易发生。神经外科属于一门专业性非

常强、发展迅速的学科，因患者多，病情重，且病情

变化较快，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会长期处在高度紧张状

态，很容易造成患者出现风险不良事件，这会加大患

者的痛苦，造成医护患纠纷产生[3-4]。神经外科在护理

过程中主要的风险是跌倒、坠床、意外拔管等，若不

能及时发现异常，可对患者的健康及生命构成严重的

威胁[5]。 
护理风险管理则是经对护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因素进行评价和分析，并制定和执行多种管理手段

来增强护理人员防范风险的意识，将护理风险降到最

低限度[6-7]。本研究中，从建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健

全护理风险管理制度、运用风险评估工具、采取风险

防范措施、强化安全教育等方面进行干预。加强组织

管理，严格查对制度，实施细节化护理措施等[8-9]。护

理人员在进行护理操作中，熟练掌握沟通技巧，将可

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告知患者及家属，以获得理解及配

合，进而降低及避免护患之间纠纷事件发生。且定期

评估风险效果，可推动神经外科护理工作的持续开展

与提高[10]。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实验组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8.33%，参考组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23.33%，护理风险

事件发生率中实验组显低（P＜0.05），提示风险管理

模式能够减少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风险知识掌握情

况中实验组显高（P＜0.05），提示护理风险管理模式

能够提高患者风险知识掌握。实验组满意度为 93.33%，

参考组满意度为 68.33%，满意度比较，可见实验组显

优（P＜0.05）。表明患者对风险管理模式的效果较为

满意。由此可见，风险管理模式的效果相比较常规管

理更好。 
综上所述，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采取护理风险管

理模式可降低护理风险的产生，提升患者的风险意识，

确保患者的安全性，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此种

管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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