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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护理风险管理提高急诊护理质量研究 

朱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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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对提高急诊护理质量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实验为对照实

验，研究对象选择于 2019 年 5 月至次年 1 月在我院急诊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78 例，入组

后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9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采用急诊科常规护

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增加护理风险管理，对比两种不同急诊护理干预模式下的护理质

量评分、风险发生情况。结果 使用护理风险管理的观察组，基础护理（95.74±2.13）分，急救设备药品管

理（96.51±2.93）分，技术操作（97.51±3.05）分，消毒隔离（93.28±0.51）分，护理文书（95.28±0.54）
分；使用常规急诊护理干预的对照组，其基础护理、急救设备药品管理、技术操作、消毒隔离、护理文书

等护理质量评分分别为（84.26±2.36）分、（86.28±3.19）分、（89.75±3.52）分、（84.26±3.09）分、

（91.08±3.56）分，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次，

观察组出现 1 例护理差错情况，护理风险发生率（2.56%），对照组出现 2 例护理缺陷，2 例护理差错以及

1 例护理投诉，风险发生率（12.82%），观察组护理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将护

理风险管理应用于急诊护理干预中能够有效提升护理针对性，对护理质量的提升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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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nursing.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is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The research 
subjects selected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9 to January 
next year, a total of 78 patients. After enrollment,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t is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with 3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of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s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compares the quality of 
nursing under two different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s score, and risk occurrence. Results: U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basic nursing (95.74 ± 2.13) points, emergency equipment drug 
management (96.51 ± 2.93) points, technical operation (97.51 ± 3.05) points, disinfection isolation (93.28 ± 0.51) 
points, nursing documents (95.28 ± 0.54) points;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routine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basic nursing, first aid equipment drug management, technical operation,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 nursing 
documents and other nursing quality scores were (84.26 ± 2.36) points, (86.28 ± 3.19 ) points, (89.75 ± 3.52) points, 
(84.26 ± 3.09) points, (91.08 ± 3.56) poin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data (P <0.05). Secondly, 
there were 1 nursing err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2.56%), 2 nursing defec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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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group, 2 nursing errors, and 1 nursing complaint, the incidence of risk (12.82%).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Applying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to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nursing, and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Keywords】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ing Quality; Application Value 
 
急诊科是医院比较特殊的科室，主要收治存在

急危重症的患者，同时急诊科各方面技术均比较先

进，且患者病症类型复杂多样，使得急诊科护理工

作存在着较大的难度[1]。据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我

院急诊科护理工作因护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性，使得护理质量提升较慢，且时常出现一系列的

护理风险，如护理缺陷、护理差错等。为进一步提

升我院急诊科护理质量，首先要对临床常见护理风

险隐患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护理风险管理是目前比

较先进的护理模式之一，在护理管理方面更加精细

化，同时深入贯彻落实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

本文详细分析了将护理风险管理应用于急诊科护理

质量中的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组内共选取了 7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为急

诊科患者，患有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类

急危重症，已接受急诊抢救治疗。据调查证实，患

者无精神类病史、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等情况，可无

障碍交流，家属已在知情同意书中签字，符合入组

标准。入组后采取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配为了使用

常规急诊护理干预的对照组和使用护理风险管理的

观察组，每组 39 例患者。对照组男性患者 19 例，

女性患者 20 例，最小年龄 29 岁，最大年龄 63 岁，

平均年龄（45.26±1.47）岁；观察组男性、女性患

者比例为 25∶14，年龄在 21~78 岁之间，平均年龄

（59.25±2.63）岁。对比来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真实，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急诊护理干预措施应用于对照组。患者

在到院后，应及时将其送至急诊抢救室，在实施基

础治疗的同时监控其生命体征变化，并根据其实际

情况合理选择止血、吸氧、给药等治疗方法[2]。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护理

风险管理。第一，组内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急危

重症，年龄结构参差不齐，病症情况复杂多样，急

诊科护理人员在接到患者后，应迅速了解基本情况，

进行大致的风险评估，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第

二，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如今因多种因素影响，使

得各种疾病发生率较高，同时也较大程度的提升了

急诊科工作压力[3]。急诊科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

专业素质的高低极为关键，据实际情况来看，我院

急诊科部分护理人员工作经验比较薄弱，并不能有

效的提升护理质量，因此应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强

化护理人员专业素质。同时，急诊科急危重症患者

极易出现突发情况，应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风险防

范意识、责任意识及安全意识。第三，完善急救护

理流程。急诊护理流程是开展抢救工作的重要前提，

关乎着抢救效率及质量，毕竟“时间即生命”。对

此，急诊科护理管理部门应采取持续质量改进措施，

整理分析常见意外情况，做好防范措施，同时还应

听取科室内护理人员、患者、患者家属等不同群体

的意见或借鉴其他先进医院经验，不断完善急诊护

理流程[4]。第四，加强抢救设备及药品管理。急诊

抢救过程中，设备及药品是必需品，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尤其是抢救设备，如除颤仪、吸痰器、

呼吸机等，应做好维护保养，并适当增加备用设备，

确保可随时应用。药品在急诊科的应用量比较巨大，

在每次用药前均应做好详细记录，如药品名称、类

型、剂量、给药方式等，降低因用药而引起的风险

性。第五，规范护理文书记录。在急诊护理过程中，

会有相关人员对患者临床治疗过程进行记录，被称

之为护理文书，该记录内容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但部分护理人员在记录时可能会出现字迹不清晰、

记录不完整等情况，对此护理管理部门应对护理人

员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让护理人员能

够更加深入的提高对护理文书的认知[5]。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以护理质量评分（基础护

理、急救设备药品管理、技术操作、消毒隔离、护

理文书）及护理风险发生情况为准。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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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工具使用 SPSS21.0，结果使用 t 值
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表 1 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基础护理 急救设备药品管理 技术操作 消毒隔离 护理文书 

观察组 39 95.74±2.13 96.51±2.93 97.51±3.05 93.28±0.51 95.28±0.54 

对照组 39 84.26±2.36 86.28±3.19 89.75±3.52 84.26±3.09 91.08±3.56 

t  5.971 4.381 6.531 7.115 6.392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观察组基础护理、急救设备药品管理、技术操

作、消毒隔离、护理文书等方面护理质量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且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2.2 护理风险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组出现 1 例护理差错情况，护理风险发生

率（2.56%），对照组出现 2 例护理缺陷，2 例护理

差错以及 1 例护理投诉，风险发生率（12.82%），

观察组护理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3 讨论 
在急诊科日常工作中，护理工作的重要性愈加

明显，同时因病患较多，使得急诊科工作压力在逐

渐加大。急诊科患者多为存在急危重症者，病情较

重，致病因素复杂多样，使得护理风险发生率较高，

较大程度的影响了患者的护理安全性[6]。本次对照

实验以探究护理风险管理在急诊科护理质量中的应

用价值，并选取了 7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使

用不同的护理方式，据实际应用结果来看，使用护

理风险管理的观察组，各方面护理质量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且风险发生率仅为 2.56%，明显低于

对照组 12.82%，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护

理风险管理工作中，主要围绕风险评估、人员培训、

急诊护理流程完善、设备及药品管理以及护理文书

完善等，较之常规急诊护理干预措施更加精细化、

合理化、科学化，大大提高了护理针对性。 
通过本次对照实验结果来看，在急诊科中应用

风险护理管理措施，能够进一步提升护理安全性，

对相关风险隐患采取有效的防范，为提升急诊科护

理质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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