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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急诊护理风险的识别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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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促进了国内医疗技术理念的改善，从而推动了医疗领域整体上的创新发

展进程，尤其是急诊科的临床诊疗及护理工作。急诊科作为医院的重要科室，其诊疗及护理方式影响着整

体的发展质量，当前临床上针对急诊科的护理效果及质量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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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medical 
technology concepts, thereby promoting the overal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field, especially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mergency departments.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an important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I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ffec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ore 
in-depth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the nurs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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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从而为急诊科护理质量的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

障。近些年来，西方先进的技术理念逐渐流入国内

医学领域，因此急诊科护理体系随之得到有效的优

化，其护理质量及护理效果显著改善。本文针对急

诊科护理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做出全面且深入的研

究，相关人员参考借鉴。 
1 急诊护理风险相关因素分析 
1.1 外在因素 
截止目前，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虽然

卫生部门对责任机制以及发展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规划，但是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受到部分负面因

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全新的医疗保障机制无法得到

较好的落实并应用。结合当前急诊科护理实际状况

分析，在实际的护理过程中经常出现“举证责任倒

置”等现象，如此一来致使医护人员需要独立承担

的风险责任加重。部分危重症患者出于紧张、恐慌

的心理，容易提出过于严苛的要求，因此医护人员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较易与患者发生矛盾，从而出现

护理纠纷事件。基于此，导致急诊科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大幅度降低，少数风险因素可能会危及患者的

生命安全质量[1]。 
1.2 环境与物质因素 
实际上，环境因素与外在因素具有一定程度上

的相似性，并且具备关联性。医疗保障机制是急诊

科护理环境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其对急诊科护

理工作总体质量能够造成较大影响。因为环境因素

与外在因素的关联性，所以外在因素对急诊科护理

环境的改善与优化能够产生积极或者负面影响。结

合国内多数医院急诊科临床护理环境分析，急诊科

护理环境现存多种风险因素，例如地面湿滑、未设

置病床护栏以及住院区治安问题等等[2]。众所周知，

急诊科是危重症患者进入医院的首个科室，因此急

诊科病区的人流量巨大，床位的周转期间隔较短，

频繁的人员流动使得护理环境始终处于嘈杂状态，

较易引发护理纠纷率，且放大了风险因素的威胁性。

除此之外，考虑到急诊科患者的疾病种类分布较广，

且涉及到的范围相对广泛，因此在实际的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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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过的药物、气体以及分泌物、排泄物较多，

刺激性气味以及有害物质的存在导致急诊科护理环

境质量急剧下降，且由于年久失修，因此急诊科部

分硬件设施老化，从而延误了抢救时机以及疾病转

归的时间[3]。 
1.3 管理因素 
结合当前国内多数医院急诊科病区实际的护理

工作状况，其管理机制存在制度不健全以及工作强

度大等问题。首先是制度不健全，截止目前，国内

多数医院的急诊科临床正在实施制度化管理，但是

由于相关机制的缺陷，因此诸如工作流程、操作程

序、风险管理机制及风险意识教育等护理风险环节

质量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当前急诊科病区的护理

工作存在制定、实施、监督与检查等环节上的缺陷，

但是导致护理环境质量下降的真正原因还是在落实

环节与执行方面[4]。其次就是当前急诊科临床护理

的工作强度过大，因此造成护理质量下降等不良现

象。临床表明，临床护理的工作质量与护理人员的

合理配置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性，然而当前急诊科

临床上的护理人员配置严重缺乏合理性，因此在实

际临床实践的过程中较易出现不良事件以及护理纠

纷[5]。 
2 护理风险防范 
2.1 成立急诊护理质量管理小组 
针对急诊科临床护理工作现存的外在风险因

素，医院可以考虑成立急诊护理质量管理小组，以

此有效解决急诊科外在风险问题。在具体成立急诊

科护理质量管理小组时，护士长必须重视对外在风

险因素的评估与识别。基于新时代发展背景，国内

相关护理体系不断完善，利用先进的护理技术以及

基础理论，并在护理部的领导下，建立急诊科护理

质量管理网络，同时选取专业素质过硬的护理骨干

以及高年资护士长构成急诊科护理质控小组，该质

控小组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定期检查护理质量，并

收集现存与潜在的护理风险，及时发现风险因素，

识别与评估危重症患者的安全质量风险，同时采用

集体讨论的方式针对现存风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以此探寻导致风险问题的真正原因。基于此，制定

合理的外因风险因素排除措施，以此有效解决外在

风险问题[6]。 
2.2 制定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针对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机制严重缺陷问题，

医院可以考虑建立完善的护理风险管理机制，或者

完善当前现有护理风险管理机制，以此有效解决急

诊科护理质量下降以及不良事件数量上升等问题
[7]。前文提到，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虽然

卫生部门对责任机制以及发展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规划，但是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受到部分负面因

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全新的医疗保障机制无法得到

较好的落实并应用。结合以上内容得知，当前国内

多数医院的急诊科室缺乏相对完善的个人责任制

度，因此在发生风险事件时无法确认护理人员的个

人责任，导致急诊科护理人员的工作谨慎性与警惕

性降低，从而拉低了急诊科临床护理的工作质量以

及护理效果[8]。 
2.3 重视护理理论与技能培训 
众所周知，无论是医院内的哪一个科室，医护

人员的专业能力对其科室的临床护理效果能够造成

直接影响，且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具有较

大的关联性。结合当前国内多数医院急诊科病区的

临床护理工作状况而言，医护人员严重缺乏专业能

力，对相关基础理论的掌握较为生疏，且在实际临

床上不能灵活应用所学知识。针对此类问题，医院

可以考虑着手培养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风险防

控意识，以此提高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时的工作警

惕性与谨慎性，从而有效降低患者发生不良反应及

风险事件的概率。除此之外，护理人员的实践操作

能力同业务水准一样重要，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临

床护理操作、紧急抢救操作等等[9]。 
3 讨论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健

全，也就是说国内医疗保障体系仍处于建设时期，

因此急诊科护理环境质量降低。基于此，本文针对

当前国内多数医院急诊科病区的护理工作进行全面

且深入的分析，并结合相关规程文献，制定科学合

理的解决措施。截止目前，国内多数医院急诊科病

区存在外在因素、环境与物质因素、管理因素以及

护理人员因素等，针对以上因素，医院可以考虑成

立急诊科护理质量管理小组，同时制定完善的风险

管理机制，且逐渐开始重视护理人员基础理论及实

践能力的培养，加强护患沟通，以此营造良好的急

诊科护理环境。谨以此篇，供相关人员参考借鉴，

以期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创新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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