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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急诊实施静脉输液治疗中采用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观察

张娇娇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探究门急诊实施静脉输液治疗中采用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2.1-2022.12期间我

院门急诊收治的 300例需要进行静脉输液的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150例，进行常规护理管理）和观察组（150
例，进行护理风险管理）。对比两组护理管理后的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和病人满意度。结果 观

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护患纠纷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病人满意度则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门急诊实施静脉输液治疗中进行护理风险管理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地降低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和护患

纠纷发生率，提高病人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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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implementing intravenous infusion therap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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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jiao Zhang

Chaoh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Chaohu City, Hefei, Anhu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implementing intravenous
infusion therapy in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MethodA total of 30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ho needed intravenous infu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15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150 cases, receiving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Compar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infusion, nurse patient dispute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after nursing management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incidence of nurse patient dispu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therapy in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infusion and nurse patient disputes,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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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治疗是一种通过静脉给药补充体液和营

养物质的方法，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法。静脉

输液的目的是治疗和抢救病人，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

碱失衡，补充血容量和营养，提供各种药物和毒素，

进行诊断和治疗。静脉输液包括外周浅静脉输液和中

心静脉输液，以及高营养输液和输血。静脉输液治疗

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法，但也有一些风险和并发症，

因此对静脉输液患者的护理尤为重要。护理风险管理

是指对现有和潜在的护理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处理，

以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以及风险事件对患者和

医院的危害和经济损失。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在门急诊

实施静脉输液治疗中采用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具体

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2.1-2022.121之间在我院门急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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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 300例，随机分组为对照组（150
例，男 80例，女 70例，36.78±5.27岁）和观察组（150
例，男 75例，女 75例，36.15±5.69岁），对比两组数

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的

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管理：

（1） 输液前做好准备工作，包括选择合适的血

管和穿刺部位，进行消毒和无菌技术，确保使用合格

的药品和器具。

（2） 输液过程中，要保持局部稳定，避免挤压、

摩擦等情况，防止液体渗漏。同时，要定期检查输液

情况，确保输液速度和浓度正确。

（3） 输液完成后，应进行适当的护理和保养，

包括按压穿刺部位，避免与水接触，保持干燥。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护理风险管理：

（1）风险识别：护理人员需要首先识别静脉输液

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因素，如患者因素、药物因素、操

作因素等。接下来，他们需要评估静脉输液过程的潜

在风险，包括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后果的分析。根据评

估结果，他们需要监测静脉输液过程中的风险，及时

发现和处理新问题，并不断改进护理风险管理。

（2）护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

静脉穿刺技术培训，包括各种输液过程，如穿刺技巧、

输液中的护理措施、药物知识培训等，提高护理人员

的基本技能。

（3）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督促护理人员在静脉输

液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菌技术，确保治疗室环境干净整

洁，并对操作台进行消毒。同时，有必要根据医院的

情况制定合理的讲座计划，以增强护理人员的安全意

识。

（4）加强患者管理：加强患者教育，告知患者静

脉输液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增强患者的配合和自我

保护意识。同时，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提

供心理支持和疏导。

（5）规范操作流程：制定全面的静脉输液操作程

序和标准，包括术前准备、术中注意事项和术后护理，

以确保操作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6）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静脉输液风险管理

机制，包括识别、评估、控制和监测风险，及时识别

和解决潜在问题，确保患者安全和治疗效果。

（7）加强沟通和协作：加强医务人员之间、医务

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确保信息畅通，提高工作效

率和安全性。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对比两组护理管理后的输液不良反应

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和病人满意度。病人满意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满分 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满

意度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和“χ±s”表示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

P＜0.05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的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局部疼痛 3例，

恶心呕吐 4例，静脉炎 1例，发生率 5.3％）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局部疼痛 8例，恶心

呕吐 20例，静脉炎 2例，发生率 20％），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t=9.778，p=0.002）。

2.2护患纠纷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的护患纠纷发生率（3例，2％）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护患纠纷发生率（18例，12％），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t=7.681，p=0.006）。

2.3病人满意对比

观察组的病人满意度（92.28±6.67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病人满意度（89.95±5.98分），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t=3.186，p=0.002）。

3 讨论

静脉输液治疗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法，但也有一

些风险和并发症。常见的风险和并发症包括：①颗粒

物污染：在输液过程中，药物带来的灰尘颗粒、橡胶

颗粒、纤维等物质会进入血液，造成颗粒物污染。这

些颗粒可能引起血管栓塞、肉芽肿、热源反应等不良

反应。②化学污染：输液过程中的化学污染包括空气

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碳、氯等有害气体，以及药物

中的有害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会引起过敏反应、毒性

反应等不良反应微生物污染：输液过程中的微生物污

染主要来自输液设备、操作过程、用药等环节。这些

微生物会引起感染、败血症和血管炎等不良反应利器

损伤：输液过程中的利器损伤主要来自穿刺针和导管

等器械。这些利器会引起感染、出血和血栓等不良反

应空气栓塞：如果在输液过程中空气进入体内，就会

导致空气栓塞。空气栓塞是一种严重的不良反应，可

引起呼吸困难、休克等症状，甚至死亡。⑥药物配伍

禁忌：输液过程中的药物配伍禁忌主要源于药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如药

物疗效降低和不良反应恶化。同时，护理人员静脉穿

刺技术水平低，穿刺前未仔细评估血管，或穿刺过程

中思想不集中，导致穿刺失败。失败后，他们没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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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患者道歉，引起了不满；或者如果消毒剂放置太

久或没有覆盖，导致有效溶解度降低。护理人员经常

将每组液体的第一瓶以及需要添加生理盐水或葡萄糖

盐水的小瓶液体添加到治疗台上，使小瓶液体暴露在

空气中，不符合无菌要求。因此，在静脉输液的治疗

中，除了严格控制药物的用量和用法外，还需要对患

者实施有效的护理管理措施，避免不良反应和并发症

的发生。

护理风险管理是指对现有和潜在的护理风险进行

识别、评估和处理，以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以

及风险事件对患者和医院的危害和经济损失[1-3]。护理

风险贯穿于护理、处置和救援合作的方方面面。护理

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确保患者安全、充分参与、风

险识别和评估、制定风险计划、严格遵循操作程序、

不断改进、加强沟通与协作。这些原则为护理风险管

理工作提供了指导和支持，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和安

全。护理风险管理要求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识别和

评估潜在的风险因素，如患者状况、治疗计划、药物

反应、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等，以识别和评估可能的风

险，并为后续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依据[4-5]。针对评

估的风险因素，护理人员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计划，

如加强巡逻、观察病情、听从医嘱用药以及及时处理

并发症。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及时控制和解决风险，

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和安全。护理风险管理要求护理人

员具备相应的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能够识别和评估

风险因素，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通过培训、

考核等方法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和风险管理意识，可

以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护理风险管理需要建立健全

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流程，包括风险识别、评估、预防、

控制和反馈，以确保全面、系统、科学、规范的风险

管理。护理风险管理需要加强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与

协作，包括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医生与护理人员之

间以及科室之间的沟通和协作[6-8]。通过有效的沟通和

协作，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风险问题，提高护理质量

和安全性。静脉输液治疗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包

括补充水、电解质和药物以调节酸碱平衡，补充身体

所需的能量和营养，输注需要快速起效但不能口服或

机器给药的药物，输注各种血液成分，提高身体的携

氧能力或提高身体的凝血功能。如果不使用及时有效

的方法来照顾患者，可能会对患者造成重大伤害。护

理风险管理的应用旨在更好地提高静脉输液患者的治

疗效果，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护理风险管理可

以增强护理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完善防范护

理风险的主体体系，体现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促进护理质量的不断提高，提高整个医疗系统的水平；

护理风险管理在静脉输液治疗中的应用，可以更好地

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在临床

实践中具有推广应用价值。综上所述，护理风险管理

在静脉输液治疗中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确保

患者安全，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也显示，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护患

纠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病人满意度则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义（p＜0.05）。

综上所述，在门急诊实施静脉输液治疗中进行护

理风险管理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地降低输液不良反

应发生率和护患纠纷发生率，提高病人的满意度，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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