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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的新措施在耳鼻喉科管理中的成效 

普合菊 

云南省中医医院耳鼻喉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析在耳鼻喉科中应用护理安全管理的具体作用。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纳入 74 例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经过对其基本资料进行诊断后确认符合耳鼻喉疾病，并且在参与实验前已经征得了患者同意，

确认自愿参与实验，并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正式开始前，将其随机分配为了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
7 例患者，并采用不同护理管理模式，分别为常规护理管理、护理安全管理，并比较分析其护理不良事件发

生率。结果 应用护理安全管理的观察组，其护理缺陷、护理差错、护理投诉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结论 将护理安全管理应用于耳鼻喉科中可进一步提高护理安全管理力度，对降低不良

事件发生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耳鼻喉科；护理安全管理；不良事件 

 

The effect of new measures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ju Pu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Yun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role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otolaryng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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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耳鼻喉科疾病在当前有较高发病率，患者在其

影响下会伴有明显临床症状，不仅会加剧对其生理

上的损害，还会影响情绪状态。由于耳鼻喉疾病的

高发，使耳鼻喉科内的护理工作愈加繁忙、繁琐，

无法达到较高护理质量水平，因此当下在应重视对

护理管理模式的优化。在耳鼻喉科内依然在应用常

规护理管理模式，该模式的综合性、科学性不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护理管理模式已经展现出了许

多的局限性和缺陷，无法帮助持续提高耳鼻喉科护

理质量，甚至会形成风险隐患，使耳鼻喉科内有较

高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如投诉、护患纠纷等[1]。

基于此当前要重视对护理管理模式的优化创新，在

本文中便探析了护理安全管理在耳鼻喉科中的应用

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有 74 例患者参与本次研究并被确认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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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这一时间段在

我院耳鼻喉科内就诊，并根据入院就诊的先后顺序

随机分配为了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7 例患者，其

中包括 39 例男性和 35 例女性，年龄处于 41~69 岁，

平均（52.04±4.15）岁。 
纳入标准：①经专业诊断后确认患者符合耳鼻

喉疾病诊断标准；②患者自愿参与实验并已经签署

知情同意书；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2]。 
1.2 方法 
继续在对照组中使用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中

则应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具体如下： 
（1）完善护理管理体系。耳鼻喉科的护理管理

工作具有复杂性，在实施护理安全管理时应将完善

护理管理体系作为首要任务，以此为护理安全管理

力度的提升奠定基础。如首先要重视对培训制度的

优化，每 3 个月进行 1 次全科护士集体培训，每 1
个月进行 1 次小组内集体学习[3]。尤其是对于一些

工作经验不足的护士更要重视加强护理安全教育，

促使科室内护士能够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其次，

要总结耳鼻喉科内的常见护理风险事件，制定具有

综合性、全面性的应急预案，并且要定期组织科室

内护士进行情景模拟演练，持续提升护士的应急处

理能力；同时，应重视对上报制度的完善，尤其是

不良事件上报制度，使护士在发现护理不良事件时

均能够第一时间通知护理管理部门；此外应有专门

的奖惩制度，例如每年均可评比优秀个人、先进集

体、奋飞之鹰等奖项，以帮助激励护士，还应通过

定期的抽查、检查工作确认存在护理工作业务不达

标的情况，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罚。 
（2）成立护理安全管理小组。可能引起护理风

险事件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样，对此可成立专门的护

理安全管理小组，由护士长和其他高年资护士组成，

每月均要定期或不定期对科室内的护理工作情况进

行检查、抽查，了解是否存在护理隐患，同时也要

对存在不足的护士予以指导。 
（3）提升护患沟通能力：护士作为护理工作中

的重要参与者，应当能够积极与患者沟通，向其讲

解有关所患疾病的健康知识，但是据实际分析来看，

由于护理工作比较繁忙，护士往往未能够加深与患

者之间的交流，对此当前在护理安全管理模式下要

重视该改善这一问题，重视对护士进行沟通能力培

训，使其可提高语言沟通能力、树立良好护理职业

道德素质等，为高质量护理服务的实施提供帮助[4]。 
（4）弹性排班：许多护士可能得不到比较良好

且充足的休息，对此护理管理部门可以对排班制度

进行优化改进，使排班制度可以更加贴合实际情况，

促使护士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休息。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将其作

为实验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1.0 软件作为本次研究中统计学处理

支持工具，对所有实验过程中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

学处理。研究中所包含的数据资料为计数资料和计

量资料，在实验过程中的数据分析中使用“±”、

“%”表示，并且还需对计数或计量资料进行数据

检验，可将“t”或“X2”作为检验工具并确认是否

存在统计学意义，对于数据差异明显且存在统计学

意义的情况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分析 
经过本次实验分析后确认应用护理安全管理的

观察组，其护理缺陷、护理差错、护理投诉等不良

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表 1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缺陷 护理差错 护理投诉 发生率 

观察组 37 1 0 0 2.7% 

对照组 37 2 1 1 14.81% 

X2值     12.511 

P 值     ＜0.05 

3 讨论 
耳鼻喉科护理工作复杂性高，随着耳鼻喉疾病

的高发，给该科室的护理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护理管理需要从综合、全面角度出发，对原有护理

管理模式进行深度优化[4]。 
通过本次研究分析来看，耳鼻喉科护理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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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护理人员因素。耳鼻喉科护理工作具有复杂

性，护士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耳鼻喉科护理工作愈加繁忙且繁琐，对护士综合素

质水平的要求明显提升，但是据实际分析来看，有

相当一部分护士并无比较深厚的护理规范认知深

度，以至于在护理操作中时常出现操作不规范、流

程不科学的问题[5]。同时，在耳鼻喉科内有一部分

护士入职时间比较短，工作经验不足，无法单独面

对比较繁忙的护理工作，且成长速度比较慢；其次，

当前耳鼻喉科护理工作十分繁忙，护理人员得不到

比较充足的休息，久而久之会使其出现明显的职业

倦怠感。第二，患者情况复杂，耳鼻喉科内患者病

症类型非常复杂且多样，会给护理工作带来较大难

度。例如多数耳部疾病患者的听力均比较低，个别

患者甚至存在耳聋情况，那么在临床护理中往往可

能会出现误解护理人员意思的情况，或者情绪状态

比较失落，依从性不高，这均可能会引起护理不良

事件[6]。第三，思想因素。护理工作有复杂性，部

分护士在思想意识上存在认知不足的问题。其实护

士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岗位，需要为患者提

供一系列护理服务，不过据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护

士在职业道德认知、思想认知上的问题，使其并无

良好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心，容易形成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提高耳鼻喉科护理质量，降低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在这其中应重视从护理管理角度出

发，实施护理安全管理。本文中便简单探析了护理

安全管理在耳鼻喉科中的应用效果，如结果中表 1
所示，使用护理安全管理的观察组，其不良事件发

生率 2.7%，明显低于对照组 14.81%，（P＜0.05）。

在护理安全管理中，重视从多途径制定针对性护理

安全管理对策，如完善管理制度体系、提升护士综

合素质水平、加强护患沟通和弹性排班，所有对策

均能够贴合科室内安全隐患的具体情况，针对性高，

因此可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7]。 

当前耳鼻喉科护理工作愈加繁重、繁忙，护理

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而道远。通过本次研究分析来

看，护理管理、护士因素是影响耳鼻喉科护理管理、

护理质量的主要原因，应当针对此类具体原因制定

护理安全管理对策，帮助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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