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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在护士危机意识培训中的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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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应急预案在培训临床护士危机意识方面存在的重要性。方法：于2022年1月-2022年12月开始采用“应急预案”

针对两个科室、一个卫生所，共30名护士（目标护士）展开危机意识培训，即培训后。所有护士于2021年1月-2021年12

月末展开培训，即培训前。针对目标护士在培训前、后的危机意识展开效果评估。结果：（1）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目

标护士在危机成因、危机应对和案例分析方面的评分较高，P＜0.05。（2）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不良事件上报率出现

明显增加，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出现明显降低，P＜0.05。结论：针对临床护士培训危机意识，通过应急预案来提升其

应对风险的能力存在较强的可行性，能够使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出现明显下降，同时提升不良事件上报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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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emergency plan in the crisis awareness training of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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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emergency plan in training clinical nurse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the "emergency plan" will be adopted to train 30 nurses (target nurses) in two departments and one health center, that is, 

after the training. All nurses will start training from January 2021 to the end of December 2021, namely before training. The 

effect of the target nurses' crisis aware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was evaluated.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pre-training, 

the target nurses had higher ratings of crisis causes, crisis response and case analysis, P <0.05. (2) Compared with before 

training, the reporting rate of adverse ev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care event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0.05. Conclusion: In view of clinical nurses' training of crisis awareness, it is feasible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risks through emergency plan,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nursing events and improve the 

reporting rate of adverse event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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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患者维权意识持续提升，护理管理工作首先面对的

是护理安全问题[1]。护士的危机意识以及对患者特征性病情变

化的观察和应急反应能力水平，在护理安全相关管理工作中

凸显的十分重要[2]。在临床实际开展护理工作的过程中常常会

发生突发事件，迅速且正确的处理问题才可以防止事态进一

步扩大，与此同时护士也需要具备良好危机意识，处理好日

常护理工作，尤其是自查自检工作，进一步预防发生风险事

件，故需重视培养临床护士的危机意识[3]。应急预案指的是护

士对危机事件进行处理的有效措施，通过应急预案可以将突

发事件存在的危害性进行体现，进一步提升护士相关危机意

识[4]。鉴于上述，本文对应急预案在培训临床护士危机意识方

面存在的重要性展开了详细探究，并实施下列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于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开始采用“应急预案”

针对两个科室及一个卫生所的护士展开危机意识培训，即培

训后。参加培训护士共计 30 名，均是女性，年龄最高 42

岁、最低 23 岁；18 名护士具备本科学历、12 名护士具备专

科学历；17 名为主管护师、10 名为护师、3 名为护士。所

有护士于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末展开培训，即培训前。

培训前后两个科室收治的患者资料不具备显著差异，可比性

较强，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培训前后患者资料（ X ±s）(n)% 

  
培训前

（n=200） 

培训后

（n=200） 
χ2/t P 

男 100（50.00） 105（52.50） 
性别

女 100（50.00） 95（47.50） 
0.250 >0.05

平均年龄（岁） 57.19±12.41 58.20±11.49 0.84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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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训方法 

首先，构建培训管理小组，遴选培训小教员,，确定参

与此次培训的小教员共 5 名，参与人员需具备丰富的临床一

线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具备较好的教学能力。其次，对培训

内容进行设置。此次培训涵盖 24 个学时，以“应急预案”

为核心思路构建相应考核体系，对护士提出了较高要求，其

需知晓 90%以上的应急预案相关知识，培训采取现场授课联

合下发资料的形式，管理小组按照卫生部门所发布的有关应

急预案视作重要参考依据展开培训内容设计，对相关应急预

案和相关演练培训内容进行撰写，其中包括上报不良事件、

处理突发事件、危机意识认知、筛查营养状况、管理管道及

评估疼痛、压疮和意外事件等。最后，实施培训方案。正式

培训之前管理小组需要展开预讲，对此次培训目标和应急预

案存在的重要性进行详细说明，同时解释清楚此次培训形式

及内容，逐一、耐心解答培训小教员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无

法确定的地方展开专项讨论，针对参与此次培训的护士进行

分组，共分 5 组，一组分配 1 名培训小教员。培训具体过程

如下：第一，开展理论授课。正式展开授课之前由培训小教

员将此次培训的内容包括处理办法、后果影响、原因构成、

相关概念等知识向目标护士精准传达，目标护士主动展开学

习，培训小教员需及时解答难点及疑点。第二，形成危机意

识。选择实际案例组织案例剖析，分析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对每一组提出总结要求，并且将案例视作素材，选出 1

位组内成员作为标准化患者展开案例模拟，小组内部其他成

员根据量表展开评估，并分析其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三，判

定应急预案。合理预测护士因未发现安全隐患可能致使的不

良事件，选取正确且科学的应急预案展开事件处理。第四，

上报不良事件。每一次案例分析完成之后，要求护士按照此

次案例对护理记录进行书写，并且根据流程上报不良事件。 

1.3 指标观察 

针对目标护士在培训前后的危机意识展开评估，涵盖危

机成因、危机应对和案例分析这 3 大维度，不同维度均包括

4 个条目，实施 5 级计分法，分值为 1~5 分，最高 5 分、最

低 1 分。同时对比培训前、后不良护理事件发生及上报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2.0 为本次分析及研究数据的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 X ±s）的方式展开记录，t 检验参与比较。技术资料采

用 n(%)的方式展开记录，χ2 检验参与比较。结果显示 P＜

0.05 时，提醒组间存有明显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培训前、后危机成因评分 

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目标护士在危机成因方面的评分

较高，P＜0.0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培训前、后危机成因评分 [（ X ±s），分] 

时间 
病情变化

观察 

患者情绪安

抚 

人文关怀精

神 
医院感染

培训前

（n=200）
3.41±0.59 3.59±0.41 3.49±0.31 3.39±0.61

培训后

（n=200）
4.69±0.09 4.61±0.21 4.42±0.32 4.62±0.19

t 30.330 31.314 29.520 27.226 

P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培训前、后危机案例分析评分 

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目标护士在危机案例分析方面的

评分较高，P＜0.05。详见表 3。 

表 3  对比培训前、后危机案例分析评分 [（ X ±s），分] 

时间 
可以正确

分析案例

及时制止

错误行为 

有效启动

应急预案 

快速完成

抢救准备

培训前

（n=200）
3.11±0.39 3.42±0.48 3.28±0.22 3.29±0.52

培训后

（n=200）
4.62±0.31 4.71±0.12 4.51±0.23 4.53±0.11

t 42.864 36.872 54.653 32.993 

P <0.05 <0.05 <0.05 <0.05 

2.3 对比培训前、后危机应对分析评分 

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目标护士在危机应对分析方面的

评分较高，P＜0.05。详见表 4。 

表 4  对比培训前、后危机应对分析评分[（ X ±s），分] 

时间 
抢救 

意识良好

护理 

操作规范 

正确完成 

交接班 

能够做好

危机公关

培训前 

（n=200）
3.41±0.32 3.73±0.51 3.52±0.41 3.11±0.51

培训后 

（n=200）
4.53±0.22 4.72±0.21 4.63±0.22 4.61±0.28

t 40.788 25.385 33.737 36.461 

P <0.05 <0.05 <0.05 <0.05 

2.4 对比培训前、后不良护理事件发生及上报情况 

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不良事件上报率出现明显增加，

目标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出现明显降低，P＜0.05。详见表 5。 

表 5  对比培训前、后不良护理事件发生及上报情况 [n（%）] 

时间 例数 
不良护理事件

发生率 

不良护理事件

上报率 

培训前 200 18（9.00） 7（38.89）

培训后 200 3（1.00）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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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11.308 3.850 

P  <0.05 <0.05 

3 讨论 

随着患者维权意识提升，人们逐渐重视起护理安全问

题。与患者病情不可预测、复杂多变等特点相结合，护士需

提升个人危机意识，才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现患者存在的病

情问题，挽救患者生命，也可以防止护患关系恶化[5]。众所

周知，应急预案利于提升护士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开

展相应培训工作必不可少[6]。针对临床护士相关危机意识展

开培养，是保证其可以对风险事件进行有效应对的前提[7]。

尽管传统培训方案可以提升护士个人知识理论水平，但欠缺

条理性流程依据，临床护士面对相关突发事件时难以快速且

准确地做出应对措施[8]。应急预案指的是对于突发事件构建

系列处理方案，可以给目标护士带来指导及依据[9]。将应急

预案视为核心展开培训工作，可以通过构建标准化患者，展

开现场模拟，改变过往机械、刻板培训教育的思路，使护患

交流、专业技能、自主思考和人文关怀融为一体，有效激发

目标护士创造精神及学习积极性，可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更

好的使用理论知识，在模拟真实情景中持续探索最优质的处

理方案，对提升目标护士应对能力及危机意识来说十分重要
[10]。 

鉴于上述，本文详细探究了应急预案在培训临床护士危

机意识方面存在的重要性，分析研究数据可知，与培训前相

比，培训后目标护士在危机成因、危机应对和案例分析方面

的评分较高，P＜0.05。研究数据说明，此次培训使护士整

体危机意识得以有效提升，护士在分析危机、应对危机以及

危机公关方面存在良好表现，参与培训之后，还需强化护士

对安全隐患的整体洞察能力，并且将危机意识有效转化成处

理问题的能力。考分析管理效果可知，与培训前相比，培训

后不良事件上报率出现明显增加，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出现

明显降低，P＜0.05。研究数据说明参与此次培训之后护士

整体危机意识出现显著上升，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工作存

有的安全隐患，进而减少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并且可以在

第一时间内上报不良事件，这是防止事件发展恶化、扩大的

前提，为提高护理管理质量带来了有力保障[11]。 

结合上述，针对护士培训危机意识，通过应急预案来提升

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存在较强的可行性，能够使不良护理事件发

生率出现明显下降，同时提升不良事件上报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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