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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护理风陌分析不防范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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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探认医陊重症监护室护理风陌事件癿収生原因呾防范措斲。斱法: 针对重症监护室护理差错事件癿収生原因迚行
分析，制定培讦不考核斱案，加大对重症监护室护理风陌管理力度，开展旪间为 2019 年 1 月-12 月，护理对象兯 110 例，
将关作为本次实验中癿观察组。在此之前，选叏 2018 年 1-12 月旪间段中癿 110 例患者为对照组，应用常觃护理管理模式。
结果：护理风陌管理实斲后，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在基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护理让录癿书写质量三斱面癿评分值在
93 分以上，医疗差错収生率由实斲前癿 20.91%陈低至实斲后癿 4.55%，组间差异兴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加强
重症监护室护理风陌管理，对医护人员迚行严栺要求，把控好每一个护理绅节，力致亍陈低护理风陌，减少护理差错率，为患
者癿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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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重症监护室中的患者而言，病情较为危及，并且随

时可能存在着生命的危险，需要医护人员进行时刻监护。不
过，由于患者的病情较为复杂，加上护理内容上的繁琐性，
在护理工作实际开展中，往往会存在着较多的安全隐患风险，
若没有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防护，容易引发多种护理风险事件，
不仅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还会损害护理人员乃至
整个医院的利益。为此，应加大对重症监护室护理风险管理
的力度，分析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原因，具有针对性采取相
应的防范对策，从而达到良好的护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两组实验对象均为我院重症监护室患者，

每组 110 例，选取时间分别为 2018 年 1-12 月、2019 年 1 月
-12 月两个时间段。其中，观察组患者共 52 例男性，其余 58
例为女性，年龄平均值为（46.28±3.28）岁，存在多脏器功
能衰竭、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等病症类型。对照组患者
男女人数分别为 62 例、48 例，年龄平均值为（48.25±2.47）
岁，患者的病症类型与上一组相同。从患者的年龄、性别等
基本资料上来看，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常规护理管理用于对照组，护理期间，医护人员需严格

遵守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在患者用药、病情监测、病房环境
等方面开展基础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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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护理风险管理用于观察组。首先，医护人员是护理工
作的主要执行者，其自身专业护理能力的高低，对护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起着关键性作用。为此，医院应加大对重症监
护室护理人员的培训力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向其讲解有关护理风险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医护人员对风
险事件的正确辨识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在护理工作开展中，
能够抓住护理要点，把控好每一个护理细节。此外，加强对
护理操作技能上的训练，对医护人员进行严格要求，确保操
作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减少护理差错的出现。另外，还应
注重法律知识上的引入，提高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能够自
觉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在护理期间，对于意识清醒的患
者，应采取恰当的沟通方式，向其讲解各项护理操作实施的
意义，对于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提前告知，以免患
者出现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增加护理风险。此外，由重
症监护室护理管理经验较为丰富的护师，组建专门的风险评
估小组，将患者入院后治疗的全过程进行详细的记录，建立
风险档案，根据患者的实际身体情况，提前猜测出可能会存
在的护理隐患风险，做好防护准备措施，尽可能的将护理风
险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最后，对护理风险管理机制与风险
护理措施进行不断的完善，加强对护理工作实施过程的监督
与管理力度，以便及时发现护理操作上存在的问题，在第一
时间内进行解决。另外，为确保患者的住院安全，可在床头
安置防护栏，以免患者出现坠床事故。对于尖锐的医疗仪器，
应安放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对病房环境进行护理，定期进行
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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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在两种护理管理模式下，对各自的护理质量、护理风险

事件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0.0 作为实验数据整理的工具，（x±s）为计

量单位，%为计数单位，使用 t、x
2
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

合 P<0.05 的标准时，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值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护理质量比较（x±s） 

组别（n=110） 基本理论知识水

平 

实践操作技

能 

护理记录书写质

量 

观察组 95.21±3.25 94.25±4.62 96.25±3.22 

对照组 81.25±3.54 85.28±4.52 82.25±3.58 

T值 5.283 5.874 5.231 

P值 <0.05 <0.05 <0.05 

（2）护理风险管理实施后，医疗差错发生率由实施前的
20.91%降低至实施后的 4.55%，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重症监护室是高危重症患者的主要收治场所，因每日护

理工作量较大，并且护理内容多而繁杂，存在着较多的高危
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隐患风险。通
过对以往常见的护理风险事件进行汇总，主要包括意外停氧
气、非计划性拔管、食物反流等现象，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
成了巨大的威胁。针对此类情况的出现，护理风险的防控与
管理成为了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开展的重点内容。由以上方
法中的相关描述可知，在护理风险管理中，涉及到了医护人
员的培训、护患沟通方式的掌握、风险管理机制与风险护理
措施的完善等内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医护人员的风险
防范意识，实现护理质量上的进一步提升，将护理风险的防
控工作落实到位，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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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当中，观察组医护人员在基础理论知识、实
践操作技术和护理书写质量三方面的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
总体护理质量评分在 93 分以上，与对照组护理质量评分存在
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护理风
险管理的实施，在提高护理质量、降低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方面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值得推广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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