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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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小娇 

乌海市蒙医中医医院  内蒙古乌海 

【摘要】目的 本次研究重点分析在呼吸科接受治疗的危重症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对

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以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在我院呼吸科接受治疗，并且被

确诊为危重症患者，为患者实施治疗的过程中，按照护理方式差异进行分组，分析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疗效。结

果 （1）在各项临床指标方面，研究组患者接受护理风险管理后各项指标水平均更加优异，差异显著（p＜0.05）；

（2）对于护理满意度，研究组患者更加优异，差异显著（p＜0.05）；（3）在生活质量水平方面，两组患者评分

差异显著（p＜0.05）；（4）在护理管理效果方面，研究组患者接受护理之后整体效果更加优异，差异显著（p
＜0.05）。结论 在呼吸科接受治疗的危重症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风险事件对最终的治疗效果会产生严重不良

影响，将护理风险管理应用于此类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这种护理方式对于改善患者的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水

平方面均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更加接近正常水平，具有更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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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nursing critical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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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on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reated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by way, and all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treated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and were diagnosed as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application efficacy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was analyzed. Results (1) in terms of various clinical 
indicators,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2) for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3)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and (4) in terms of nursing 
management effect, the overall effect of patients receiving ca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reated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in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risk events will 
have serious adverse effects.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s applied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such patients, this way of 
care to improve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level have good clinical effect, patients with clinical indicators 
more close to the normal level, with highe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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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危重症患者主要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等

症状，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类危险事件，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并且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护理风险会阻碍护理工作顺利进行，使得患者的疾病

治疗效率达不到理想状态[1]。目前为止，社会的不断发

展使得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理念的认识也有了巨大变

化，对于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提升，更加重视身

体健康，对于自我的保护意识也出现明显增高，因此

对医院的护理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本

次研究中，选取部分在我院呼吸科接受治疗的危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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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对比分析的方式观察实施护理

风险管理的临床应用效果，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选取研究对象，

所有研究对象均被我院确诊为抑郁症患者，共计 60例，

将患者分为两组，统计所有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以

组为单位进行统计学分析，具体如下表 1 所示，发现

两组患者各项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

以实施实验。在实验开始前，向医院内部的伦理委员

会上报实验内容以及调研目标，在伦理委员会同意实

施的基础上开展实验。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统计表 

组别 例数 男女比例 年龄范围（岁） 平均年龄（岁） 
疾病类型 

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研究组 30 17：13 59-56 63.98±5.41 14 16 

对照组 30 16：14 60-57 62.08±5.47 15 15 

P - ＜0.05 ＜0.05 ＜0.05 ＜0.05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接受常规护理。内容主

要包括：按照医嘱定时为患者测量各项指标，观察患

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在患者用药以及接受治疗后，判

断患者是否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以及患者的病情是否

出现好转或者恶化，如果患者出现异常情况，则及时

报告主治医师。 
研究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接受护理风险管理，在

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第一方面，成立专

业的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小组内所有成员均需要具有

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在为患者实施护理之前，需要

充分了解患者的患病情况，为患者制定科学有效的护

理方案，并且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按照患者的病情

变化情况进行实时调整，为了严格防范临床风险事件

的发生，小组组长对每位工作人员在日常护理工作中

的护理目标进行分配，将每项护理工作落实到不同的

护理人员手中，护理人员对各自负责的工作内容承担

责任，并且告知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注意事项以

及工作重点，方便护理工作更加顺利有效地开展，与

此同时，通过随访调查的方式，综合了解呼吸科发生

风险事件的具体情况，然后针对性对护理工作进行改

进，有效降低意外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防止意外事

件再次发生时，护理人员无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

行护理，对于护理人员在风险管理工作中的执行情况

进行统计，发现了解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后，根据护理经验以及专业的护理知识

提出解决对策[2]；第二方面，在患者办理入院接受治疗

时，需要帮助患者在短时间内对医院环境进行熟悉，

使得患者熟知为其进行治疗的医疗团队，并且告知患

者及其家属在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患者目前为

止的患病情况，使得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最大程度配合

医护人员的工作，患者在办理入院后，需要全面评估

患者的身体状态以及心理情况，并且在病历中详细进

行记录[3]；第三方面，加强护理风险防范教育，目前为

止，大多数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没有完整的识别风

险的能力，不具备风险意识，不了解如何有效通过法

律更好地保护自身，因此在建立健全医院内部护理风

险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也需要加强培养护理人员的法

律意识和风险意识，通过开展培训会、讨论会等方式，

加强制度信息和护理安全法律的学习，使得护理人员

的风险防范意识得到全面提升。 
1.3 观察指标 
（1）统计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差异以及护理满意度

差异。在护理满意度调查过程中，设置总分为 100 分，

当分数小于 70 分，则表示不满意，分为在 70-85 分之

间，则表示比较满意，大于 85 分则说明非常满意。 
（2）比较患者心率、呼吸频率及 pH 值三项指标

差异。 
（3）分析不同护理方式实施后临床效果差异，通

过统计发生护患纠纷事件、意外事件以及非计划性拔

管事件的概率差异对风险事件管理效果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统计的所有数据均需要通过统计学分析进行

比较，检测发现 P＜0.05，就说明差异非常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 
本次研究实验重点从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社会

功能、生理功能、情感职能几方面进行评价，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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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接受护理之后，对照组患者以上几项平均评分分

别为（73.25±10.38）分、（63.52±10.25）分、（69.43±10.66）
分、（70.41±9.55）分、（73.25±10.61）分；研究组患

者以上几项平均评分分别为（79.23±11.41）分、

（71.53±1.09）分、（79.74±10.53）分、（80.54±9.36）
分、（80.35±11.37）分。研究组患者各项评分更加优

异，差异显著（p＜0.05）。 
2.2 患者护理满意度统计 
在接受护理的患者中，研究组患者的总护理满意

度为 93.33%（28/30），对照组患者的总护理满意度为

73.33%（22/30），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明显大于对照组

患者（P＜0.05）。 
2.3 比较患者心率、呼吸频率及 pH 值差异 
在心率方面，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分别为

（92.84±6.41）次/min、（104.85±7.14）次/min；在呼

吸频率方面，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分别为（23.74±2.52）
呼吸频率、（32.09±2.59）呼吸频率；在 pH 值方面，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分别为（7.25±0.62）、（7.74±0.51）。
由此可见，研究组患者各项指标均更优，差异显著（p
＜0.05）。 

2.4 护理管理效果差异比较 
研究组患者发生护患纠纷事件、意外事件以及非

计划性拔管事件的概率分别为：3.33%（1/30）、3.33%
（1/30）、6.67%（2/30）；对照组患者分别为：16.67%
（5/30）、16.67%（5/30）、23.33%（7/30）。研究组

患者发生各类风险事件的概率均更低，差异显著（p＜
0.05）。 

3 讨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工业水平不断提升，大

气污染现象愈发严重，对于老年人群而言，长期处于

较差的环境中可能诱发多类呼吸道疾病。有学者研究

后发现[4-8]，近五年以来，我国呼吸科患者人数不断增

加，大概每年有 100 万以上的患者在呼吸科就诊，由

此可见，呼吸类疾病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由于在呼吸科就诊的危重症患者大多数会伴随发生呼

吸困难、咳痰等临床症状，在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若未及时进行处理，则可能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

胁，临床护理风险也相对较大。因此，为了提升患者

的临床治疗效率，选择护理风险管理模式为患者实施

护理意义重大。 
护理风险管理属于新型护理模式，主要是指护理

人员在充分了解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后，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科学有效的护理措

施，最大可能性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在护理风险管理

指导中，可结合患者的病情差异给予护理指导，提升

了防范的力度。在本次研究中，接受护理风险管理的

研究组患者发生各类风险事件的概率有效降低，由此

可见该类护理方式的临床效果更加优异，并且可以使

得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患者对最终的

护理效果表示更加满意。患者在接受风险管理后，生

活质量水平显著提升，说明对于在呼吸科接受诊治的

重症患者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更加适宜。 
综上所述，应用更加科学的护理风险管理对于接

受治疗的呼吸科重症患者而言意义重大，患者生活质

量水平以及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得到有效改善，可广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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