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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与绩效考核在急诊科护理管理中的效果探讨 
葸红  孙本红 

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急诊科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3 

摘要：目的：分析在急诊科的护理管理之中应用风险管理与绩效考核的效果。方法：选取 24例我院急诊科护理人员分为两组，
对照组进行风险管理，干预组基于风险管理上增加绩效考核管理，比两组的护理质量、护理差错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组
的护理质量评分与护理总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并且干预组护理差错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急诊科的护理
管理之中应用风险管理与绩效考核，能提升护理质量，减少护理差错事件，获得更高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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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24 nurse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used for risk management. The intervention group increas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risk management, which was more tha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nursing error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reduce nursing errors and obtain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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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各个病种重症患者最集中的科室，所收治患者

病情危重变化快，需要及时救治护理。在急诊患者的护理中

存在护理风险，可存在于各个护理环节中，具有不确定性、

复杂性、风险高等特性。风险管理、绩效考核可有效地降低

护理风险，减少护患纠纷
[1]
。本研究将采取分组对照的方式

研究在急诊科的护理管理之中应用风险管理与绩效考核的效

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在我院急诊科选取 24 例护理人员作为本研究的对象，选

取时间为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按照随机抽签法分为

两组，分别是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12 例。 

对照组：男性和女性分别有 1 例、11 例；年龄平均（32.46

±6.74）岁。 

干预组：均为女性；年龄平均（31.89±6.58）岁。 

对比两组上述基线资料，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风险管理，具体如下。 

（1）制定出风险管理的相关制度与风险应急方案，并且

定期培训急救知识，以情景模拟的方式演练急救护理与应急

处理，以提高护理人员急救时的护理能力。 

（2）将护理人员划分为院内接诊与院前急救两个组，实

行弹性排班，根据就诊的高峰时段合理安排班次，护理人员

的手机需要 24h 开机，以便接受临时调度，若需远行者，应

向科室报备，以防患者增多之时缺少护理人员
[2]
。 

（3）强化法制教育，强调相关的法律责任，提升护理人

员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减少护理差错事件的发生。 

（4）培训专业技能，急诊患者多为病情危急，需要护理

人员熟练地掌握专业护理技能。科室可以定期开展技能培训，

具备丰富护理经验的护理培训护理能力较差或经验不足的护

士，全面提升急诊护理团队的急救水平。 

（5）管理好急救物品，由专人急救设备、药品，保证急

救物品处在备用状态，供应急救所需，预防因急救物品原因

而影响抢救。 

干预组基于风险管理上增加绩效考核管理，具体方法如

下。 

（1）依照急诊科的各个岗位性质与工作目标，结合护理

人员的意见，制定出考核标准。以工作数量、工作质量、满

意度及相关因素作为量化绩效考核的依据，工作数量主要包

括实际工作天数、工作强度、技术难度、风险程度等，工作

质量由护士长评价护理人员当月的工作表现，满意度为患者

对护理人员的满意情况，相关因素有奖惩、岗位绩效等。 

（2）建立专用于绩效考核的文档，由护士长负责管理绩

效考核，根据量化依据进行考核护理人员每个月的绩效，每

月底统计好每个护理人员的工作数量分值、工作质量分值、

满意度分值、相关分值，累计相加计算出总分值。让每个护

理人员都了解到自己工作中的优缺点，利于护士长表扬护理

人员的优点，并一起分析护理人员的缺点、护理错误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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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护理人员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发挥其最大的工作潜能。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护理质量、护理差错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 sx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用χ
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护理质量与护理差错的发生情况。 

干预组护理质量评分（96.84±1.39）分较于对照组的

（79.46±4.62）分更高，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在对

照组护理的 30 例患者中，发生 6例护理差错，在干预组护理

的 30 例患者中，发生 1例护理差错，两组对比，干预组护理

差错的发生率较于对照组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的满意情况[n（%）] 

分组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30 11（36.67%） 12（40.00%） 5（16.67%） 2（6.67%） 23（76.67%） 

干预组 30 19（63.33%） 10（33.33%） 1（3.33%） 0（0.00%） 29（97.50%） 

χ²      5.20 

P      0.02 

 

3 讨论 

在急诊护理中，若护理人员的急救护理能力有限，无法

第一时间有效急救护理患者；若护理人员排班不合理，容易

造成就诊的高峰时护理人员不足，导致急救混乱，引发护理

差错事件；若护理人员预防风险意识不强或急救物品故障，

皆可能引发医疗事故等，因此风险管理的应用在急诊科护理

中是十分重要的。 

本研究中的干预组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增加绩效考核管

理，以奖罚分明的制度提升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与工作热情，

同时可通过考核结果可侧面反映护理人员工作之中的好、坏

差距，让护理人员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外，改正不良的护理

习惯，纠正错误的护理流程，在考核中发现护理风险问题，

及时进行针对性预防护理，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从而减少

护理纠纷。从文中的数据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单用风险管

理的对照组，干预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与护理总满意率更高，

并且干预组护理差错的发生率更低（P<0.05）。 

总而言之，在急诊科的护理管理之中应用风险管理与绩

效考核不仅能提升护理质量评分与护理满意率，还能降低护

理差错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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