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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李佳玥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对于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中，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20 年 1 月期间，因心血管疾病在我院就诊治疗的患者 70 例，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将其按照不

同的护理管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5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

患者则是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

果 采用不同的护理管理模式后，对照组患者出现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17.14%，观察组出现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为 5.71%，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此外，统计两组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观察组 97.14%，对照组 82.85%，数据存在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 对于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中，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模式，能够有效的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

高临床护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还能够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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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clinical nursing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Methods: From May 2018 to January 2020, 70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e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It is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with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the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odel. The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adverse event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Results: After using different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7.14%,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71%.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large ( P <0.05),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care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unt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14%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8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P <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mplementing the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has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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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形成原因主要为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发病机制为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心脏缺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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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该类疾病具有病情发展快、危害程度高的特

点，且发病人群以中老年患者为主，进而容易出现

一些突发性事故，造成严重的损害。由于心血管疾

病的特点，造成了心血管内科成为医院临床科室中

风险性最高的科室，主要是由于老年人的机体各项

功能都在逐渐的退化，自理能力逐渐下降，进而出

现一些跌倒、坠床类的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较高，

护理人员面对的护理风险也较多，容易对患者的身

体和心理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针对于心血管内

科的特殊性，可以采用护理风险管理的措施，以提

高临床护理的质量和效率，保障患者的身心健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2020 年 1 月期间，因心血管

疾病在我院就诊治疗的患者 70 例，将其作为本次实

验的研究对象。将其按照不同的护理管理方式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5 例。本次实验的患

者经过临床检查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

且无其他精神类影响因素，自愿参与本次实验，已

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符合入组实验的标准。对照

组 35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4 例，

年龄范围 46~75 岁，平均年龄为（60.72±3.72）岁；

观察组 35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6
例，年龄范围 47~78 岁，平均范围为（61.27±3.65）
岁。按照所患疾病分类，心律失常 21 例，冠心病

17 例，高血压 15 例，心力衰竭 14 例，其他 3 例。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所患疾病等一般

资料，数据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

实验结果无影响，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管理模式，即

包括了用药指导、饮食护理、体征监测等。观察组

患者则是采用护理风险管理模式，根据临床护理中

容易出现的护理不良事件，制定出相对应的护理管

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建立风险管理小组 
提高护理风险管理制度的有效性，首先需要建

立风险管理小组，由科室护士长担任该小组的组长，

对其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掌控，并对该科室的

管理效果进行定期的总结和反馈，改正其中存在的

不足，促进风险管理效率的更加完善[1]。 

（2）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 
对于心血管内科护理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需

要根据实际的护理现状，结合既定的护理目标，制

定出能够符合该科室的制度和措施。严格要求该科

室的护理人员学习和掌握风险管理制度的内容，按

照其中规定的要求和规范进行各项护理操作，并对

临床护理中出现的不良事件进行针对性的总结和分

析，进而有助于风险管理模式的不断完善化和规范

化[2]。同时，在患者入院后，需要进行健康宣教和

安全教育，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安全意识，使其能

够掌握基础的自救措施。 
（3）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开展护理风险管理模式，需要加强护理人员的

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通过进行法律法规知识的学

习，明确划分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和义务，提高对

护理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对技术操作的熟练性，进而

能够实现临床护理质量的提高，规范护理操作[3]。 
（4）药物管理 
为了避免出现给药错误、用量错误等不良事件

的发生，需要提高护理人员对药物管理的安全意识，

不仅在发放药物时进行三查七对，避免给药错误的

发生，还需要对患者及其家属急性用药指导，将药

品的性质、用量、用法、不良反应等都准确传递给

患者，避免患者出现用药错误和用量错误[4]。 
（5）安全管理 
对于患者的安全管理，首先要确保病室环境的

安全性，即保证病床床栏的完好性，在病室内、卫

生间内核走廊上安装扶手，方便患者活动。同时，

需要避免地面有水而引起的患者跌倒，在卫生间放

置防滑垫[5]。对于症状较重的患者，在下床活动时，

必须要由家属或者是护理人员进行陪同。 
1.3 观察指标 
将不同护理管理模式下的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本次实验的观

察指标。不良事件主要是包括了给药错误、管路脱

落、意外伤害和其他不良事件。护理满意度主要是

包括了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部分，调查方式

为问卷调查。 
1.4 统计学处理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数据资料使用

Excel 表格进行收集和整理，然后使用统计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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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21.0 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使用（%）进行表

示，并使用 X2 值进行再次检验，以（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见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观察组为

5.71%，对照组为 17.14%，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数据间差异较大，且（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表 1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给药错误 管路脱落 意外伤害 其他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5 0 1 0 1 5.71% 

对照组 35 2 1 2 1 17.14% 

X2值      8.9524 

P 值      ＜0.05 

 
2.2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 35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 20 例，满意 14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为 97.14%；对照组 35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 17 例，满意 12 例，不满意 6
例，总满意度 82.85%；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观

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间具有明显差异（P＜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由于心血管内科中的患者多为中老年患者，且

疾病的发展进程较为迅速，病情变化快，进而使得

心血管内科中出现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较高，因此，

对于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有着更高的要求[6]。对

心血管内科中出现的不良事件进行回顾性的分析，

可知发生率较高的有给药错误、管路脱落、意外伤

害和其他不良事件，不仅会对临床护理质量造成影

响，还会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护患纠纷事件

的发生[7]。因此，对于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可

以采用护理风险管理的模式，通过建立风险管理小

组、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

素质、药物管理和安全管理这五部分，实现临床护

理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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