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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法在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赵巍 

北京市房山区燕化医院  北京  102500 

摘要：目的：研究追踪法使用在不良事件管理中的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将于 2021 年 1 月正式开始，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将此时间段内于我院就职的 596 名护理人员以及同期收治的 72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 2021 年 1月开始对护理人员实
施追踪管理，统计护理人员在实施追踪管理前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以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管理前，护理不良事件
发生率为 3.86%，管理后为 3.17%，管理前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83.47%，管理后为 92.56%。结论：追踪法实施在护理管
理中的效果较好，能够减少护理人员工作中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同时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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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其主要内容为对生活自理能力欠

缺的患者提供多方面的照顾及帮助
[1]
。护理不良事件是指在

护理过程中，对患者及家属造成或可能造成人身损害或经济

负担增加等不良后果的异常事件。指医院对住院病人、抢救

病人等由于护理步骤，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或间接导致病人

受伤、昏迷、神志于死亡等事件。例如在进行护理时使患者

出现跌倒、烫伤，护理人员对患者用药指导出现差错等，均

属于护理不良事件。优质的护理能够更好的辅助患者早日康

复，提高其生活质量水平，而不良事件则直接影响患者的安

全。不良事件的发生，不仅会使患者的康复时间得到延长，

还容易引发医患纠纷，对医院的口碑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2]
。

但根据相关研究报道可知，强化安全管理能够降低护理中不

良事件发生情况。追踪法是近年来新型的管理理念，是护理

安全管理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对患者安全的重要保障，是

提高护理质量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其强调的是现场的控制

与各个环节的最终，实施此方案还能有效管理护理环节中出

现的问题，予以查找及校正，保证各个环节的有效性，对落

实的效果进行评价，做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因此，我院

建立了护理不良事件无惩罚报告系统，鼓励护士主动报告，

对护理不良事件信息的捕获更为及时、准确。我院为了了解

追踪法使用在护理人员管理中对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的影响，

特别开展了本次研究，具体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时间为 2021 年 1 月正式开始，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我院共 596 名护理人员：其中包括 1名主任护师，5

名副主任护师，182 名主管护师，207 名护师，以及 202 名护

士，学历均为大专及以上。选择同期我院收治的 726 例患者

作为研究目标。其中包括男性患者 367 例，女性患者 359 例，

患者年龄范围为 19~93 岁，平均（63.54±5.78）岁。 

1.2 方法 

实施追踪法护理管理，具体内容如下：（1）科室发生不

良事件后，当事人立即报告主管医生和护士长，采取补救措

施，避免或者减轻对病人的损害。（2）护士长 24 小时内电

话向护理部报告发生不良事件的经过、原因、采取的措施及

后果。（3）科室妥善保管不良事件相关记录及造成不良事件

的药品、标本、器械等，以备鉴定。（4）护理部接到科室护

理不良事件报告后，立即进行调查核实，现场查看了解事情

发生经过，查看患者受伤情况及护理措施落实情况.（5）护

士长 5 日内日组织科室护理人员进行讨论，从人、机、料、

环、法、进行讨论分析，客观地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

制定整改措施，同时在医院护理管理系统中完善不良事件报

告表提交护理部，科室护士长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追踪。（6）

护理部参加科室异常事件讨论及分析，提出整改建议，并对

科室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追踪，护理部不定期下科室严格检查

护理安全防范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了解不良事件记录是否

完善、各个环节的执行情况、各项改进措施是否实施及实施

的效果等。对追踪检查中每一个环节现存的或潜在的问题及

时纠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现场指导，整改后进行再追

踪，追踪改进后每一个环节的质量，直至目标改善。护理部

每季度对不良事件进行汇总分析，共性问题护理部在护士长

例会进行反馈，护士长组织科室护士进行学习，提高护士对

护理不良事件的认知能力及预见性
[4]
。 

1.3 观察指标 

护理人员在实施追踪管理前后的护理工作中不良事件发

生率，以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护理的满意程度，研究采

取对患者问卷调查的形式，评分标准为 0~100 分，90 分及以

上表示非常满意、60~90 分为相对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

（非常满意+相对满意）/总人数*100%=护理满意度
[6]
。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对各项指标程度分析采用 SPSS21.0 软件，以(％）

进行计数统计，X
2
检验。 

2 结果 

2.1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在实施追踪管理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频率显著低于实

施管理前（P＞0.05），详见表 1。 

表 1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时间 n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管理前 726 28（3.86） 

管理后 726 23（3.17） 

X
2
  0.070 

P  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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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在实施追踪管理后，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显著高于管理

前（P＜0.05），详见表 2。 

表 2 分析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n(%)] 

时间 n 非常满意 相对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管理前 726 276（38.02） 330（45.45） 120（16.53） 606（83.47） 

管理后 726 438（60.33） 234（32.23） 54（7.44） 672（92.56） 

X
2
  9.957 3.679 3.917 3.917 

P  0.002 0.055 0.048 0.048 

3 讨论 

护理的工作核心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主要工作就是

为生活自理能力存在欠缺的患者提供多方面优质的帮助，在

护理期间，患者的安全问题也是需要引起护理人员引起重视

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发生的风险可以称之为护理不良事件
[7]
。护理的不良事件指的范围较广，例如患者在护理工作期

间出现跌伤、烫伤、用药出错等情况都属于其中
[8]
。大多非

患者自发性问题的不良事件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对其起

到预防和减少的作用，护理不良事件的减少，能够使患者更

高的感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还可有效辅助提升患者的治疗

效果，促使患者早日康复，从而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
[9]
。 

根据临床相关研究表明，有大部分护理人员在没有其他

人知道发生不良事件时，存在不想上报的问题；但患者如果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较为严重，不及时上报很可能会耽误患者

的疾病治疗情况，甚至加重患者本身病况，使患者治疗、住

院时间得到延长，甚至对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

威胁。因此，如何有效的对护理人员进行管理，减少不良事

件发生情况，提升不良事件上报率引发了临床医学的讨论。

追踪法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在常规的优质护理上使用追

踪法，能够进一步延伸护理服务，虽然实施追踪管理的对象

是相关护理人员，但此管理模式将患者当做中心点，将患者

早日康复作为奋斗目标
[10]

。在追踪管理正式开始前，护理部

会对护士长及护士加强培训，使之了解追踪管理的要点
[11]

。

在接到不良事件上报消息后，会立刻赶往事发现场，在了解

了事发经过后，对事件涉及的患者及护理人员进行访谈，若

发现不良事件发生原因是由护理人员护理不当引起的，其会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12]

。若发现不良事件发生并非个人执行问题，会对工作流程、

各个环节进行完善。通过追踪管理，虽然还是无法完全避免

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但能够有效的降低护理工作中不良事

件发生情况，同时提高护理人员不良事件的上报情况。追踪

法的使用，还能够有效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认真程度，提高

其专业理论知识能力、护理的实操能力，以及整体护理质量

水平
[13]

。 

通过我院本次研究结果可知，在实施追踪管理后，护理

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3.17%，明显低于管理前的 3.86%。并且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高达 92.56%，显著高于管理前的 83.47%。 

综上所述，追踪法在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应用价值较

高，在进行管理过后，护理人员出现护理不良事件的情况较

少，同时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也更高，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春兰.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中追踪法的应用价值评价[J].

基层医学论坛,2021,25(9):1300-1301. 

[2]黄玉芹,吴晓茵,陈海玲.追踪法在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

应用效果探讨[J].中国医药科学,2019,9(3):150-152. 

[3]李弘,黄金姣,黄伟贞,等.追踪管理法在门诊护理安全管

理 中 的 应 用 及 效 果 分 析 [J]. 中 国 社 区 医

师,2020,36(6):147-148. 

[4]邹黎丽,薛丽娟.基于信息化管理平台下的护理不良事件

风险管理[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9,25(19):3336-3339. 

[5]李红.基于追踪方法学的管理干预在护理管理质量中的应

用[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20,26(14):2153-2155. 

[6]谭芳.追踪管理法应用在护理安全管理过程中的效果评价

[J].中国卫生产业,2019,16(22):39-40. 

[7]王静.追踪管理法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9,2(13):168,171. 

[8]赵英.追踪管理法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J]. 世 界 最 新 医 学 信 息 文 摘 （ 连 续 型 电 子 期

刊）,2019,19(A4):333-334. 

[9]王琳,高云.追踪管理法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评价[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9,4(4):181,185. 

[10]韦德云,李秘,吴宗碧.追踪管理法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

应用分析[J].饮食保健,2019,6(12):233-234. 

[11]薛萍.护理安全管理中追踪管理法对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的影响[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6(A0):113-114. 

[12]路婷.追踪管理法和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J].糖尿病天地·教育（上旬）,2020,17(3):219-220. 

[13]王佳.系统追踪法的使用方法及在改善用药错误护理不

良 事 件 中 的 效 果 [J]. 临 床 医 学 研 究 与 实

践,2019,4(5):194-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