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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析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实践运
用与成效评估

刘立刚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河北  保定  07103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及其产生的具体效果，

以期为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自 2018 年 1 月起，我院呼吸科针对危重症患者全面实施了护理风险

管理策略。为评估该措施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收治的 94 例呼吸科危重

症患者作为对照组，并同步选取了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收治的另 94 例同类患者作为观察组。通过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

护理结果，以量化评估护理风险管理的实际应用成效。结果：经过系统的护理风险管理后，观察组患者在非计划性拔管率、

护理纠纷事件发生率及意外事件发生率方面均呈现出显著降低的趋势，具体数值分别为 2.1%、1.1% 及 1.1%，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的相应数据（P ＜ 0.05）。此外，观察组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这一差

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本研究充分表明，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措施，

不仅能够有效降低非计划性拔管、护理纠纷及意外事件的发生，还能显著提升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从而达

到提升护理质量、保障患者安全的目的。因此，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推广意义。

【关键词】护理风险管理；呼吸危重症；护理效果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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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thoroughly explore the value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the practical 
care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and its specific outcom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and patient safety. Methods: Starting from January 2018, our hospital's 
respiratory department has fully implemented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asure, this study us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method, selecting 94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ncurrently 
selecting another 94 similar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8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comparing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the two groups, the actual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was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Results: After systematic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rates of unplanned extubation, nursing dispute incidents, and accidental events, with specific values 
of 2.1%, 1.1%, and 1.1%, respectively,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P < 0.05). Additionally,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the nursing servi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and this difference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care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unplanned extubation, 
nursing disputes, and accidental event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the nursing service,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and ensuring patient safety. 
Therefore,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and promo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care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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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是护理人员在患者护理过程中，针

对患者、患者家属及工作人员可能遭遇的潜在风险，

所进行的一系列识别、评估及科学合理的处理措施 [1]。

鉴于危重症科室的独特性，如患者生命体征的波动不

定、病情迅速演变、护理任务的繁重、病情复杂性的

增加，以及患者家属情绪上的急躁不安等，使得护士

在护理过程中面临着尤为显著的护理风险。因此，如

何加强危重症患者的护理管理，以确保护理安全，已

成为护理管理人员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与关注点 [2]。

为了深入探索并有效应对危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减

少护理风险事件及医患纠纷的发生，自2019年1月起，

我院积极推行了护理风险管理策略。本文旨在深入探

讨并分析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实践

中的具体应用及其所取得的成效。通过这一研究，我

们期望能够为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保障患者安全提供

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自 2018 年 1 月起，我院呼吸科在针对危重症患

者的护理实践中，积极采纳并实施了护理风险管理策

略。为科学评估该策略的实施效果，我们严格筛选了

两个时间段的病例作为对比研究的基准。具体而言，

我们将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接收的 188 例呼吸科

危重症患者设定为对照组，并将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

期间收治的同类型患者 188 例，确立为观察组。

在探讨护理团队构成时，我们发现呼吸科危重症

监护室拥有一支充满活力且具备高度专业素养的护理

队伍。该团队由 22 名护士精心组成，其中，年轻化

特征显著，共有 15 名护士年龄低于 30 岁，占比高达

72.7%，彰显出团队的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而 30 至

40 岁之间的护士有 4 人，占比 18.2%，她们为团队带

来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此外，还有 3 名护士年龄超过

40岁，占比同样为13.6%，她们不仅是团队的宝贵财富，

更是护理知识与技能的传承者。

从学历层次观察，我科护士队伍整体展现出较高

的教育背景。具体表现为，大专、本科及硕士学历的

护士分别为 9 人、10 人和 3 人，这一学历分布不仅体

现了团队知识结构的多元化与全面性，也为提升护理

服务的专业性与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职称结构方面，我科护士队伍呈现出合理的配

置。初级、中级、高级职称的护士分别为 12 人、5 人

和 3 人。这一职称配置不仅确保了团队的整体稳定性

与连续性，也为护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与高质量执行提

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与有力支撑。

最后，从工龄分布角度来看，护士队伍中既包含

了初出茅庐的新星，也不乏深耕护理领域多年的资深

专家。具体而言，工龄小于 5 年的护士有 4 人，占比

适中；5 至 10 年工龄的护士有 10 人，她们作为团队

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1 至 15

年工龄的护士有 5 人，她们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与专

业知识为团队贡献着智慧与力量；而工龄超过 15 年

的资深护士则有 3 人，她们不仅是团队的领航者与精

神支柱，更是患者康复道路上的坚实后盾与守护神。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采取护理风险

管理措施，主要包括：①成立风险管理小组。以护士

长、责任护士为主，成立风险管理小组，评估患者存

在的护理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预案，对危重

症患者实施护理质量检查，发现问题后及时反馈处理。

②对护理人员进行风险管理培训。首先通过集中培训

的方式，引导护理人员都可以掌握护理风险管理理论、

管理要点等，并掌握相应的危重症患者监护技巧，如

循环系统监护、呼吸监护等。其次要针对不同年资、

学历、知识结构的护理人员，进行相对应的护理培训。

对于高年资高学历的护理人员，可以引导其通过自学、

网络听课、专家培训的方式学习最新的知识，重点学

习危重症疾病监护知识。对于低年资低学历的护理人

员，可以通过科室培训、自学、带学等方式来引导其

掌握相应的护理知识，包括呼吸科危重症护理工作流

程、护理风险管理知识、沟通技巧等。③建立呼吸科

危重症风险管理预案。护理人员需要针对危重症患者

容易出现的护理风险，建立相对应的护理风险管理预

案。一是对不同危重症的患者进行分析，如紧急抢救

患者、非计划拔管患者、意外事故患者、呼吸机故障

患者等，建立针对性的护理预案。二是根据不同年资、

能力的护理人员，建立相应的护理风险管理员，如低

年资护理人员呼吸科危重症护理风险管理员、紧急护

理人员调配员等，便于护理工作的良好开展。④全面

落实危重症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

员应该对所有呼吸科危重症患者进行风险管理，并构

建相应的风险管理档案，定期对患者开展风险评估，

找出存在的护理风险，分析原因提出对策。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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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需要开展风险评估活动，并做好交接班工作。

每周护理风险小组都需要对本周内的护理风险防范情

况进行评价，对护理风险管理情况进行反馈，并做出

适宜的调整，强化护理风险管理效果。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非计划性拔管率、护理纠纷事件发

生率、意外事件发生率和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满

意程度 [3]。

1.4 统计学处理

SPSS 24.0 统计软件包处理全部数据，年龄等计

量资料（x±s）表达，t 检验；护士学历、职称、工龄

以及患者非计划性拔管率、护理纠纷事件发生率意外

事件发生率、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满意程度等计数资

料 n(%)表示，x2检验。按α=0.05检验标准，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记录分析两组患者非计划性拔管率、护理纠

纷事件发生率和意外事件发生率（见表 1）

2.2 记录分析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满意程度

（见表 2）

表 1 记录分析两组患者非计划性拔管率、护理纠纷事
件发生率和意外事件发生率 [n(%)]

组别
非计划性
拔管率

护理纠纷
事件发生率

意外事件
发生率

观察组
（n=188）

4（2.1） 2（1.1） 2（1.1）

对照组
（n=188）

28（14.9） 18（9.6） 16（8.5）

表 2 记录分析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满意程度

[n(%)]
组别 不满意 一般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n=188）

4 98 86 92（97.9）

对照组
（n=188）

32 100 56 78（83.0）

3 讨论

3.1 技术因素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于护理工

作要求也越来越高，临床上强化护理风险管理十分重

要 [4]。对于护理风险主要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受各

种因素的影响，出现病情加重，甚至是意外死亡的情

况 [5]。在患者治疗期间，护理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尤

其是对于重症患者，稍不慎就会引起护理风险。护理

科危重症患者多以老年患者为主，其机体恢复能力弱，

治疗周期长，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对于其康复会带来很

大帮助 [6]。在实践中，护理人员成立专门的护理风险

管理小组，并对小组中的所有成员进行护理风险管理

技能培训，强化护理人员的综合水平，在此基础上结

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护理风险管理预案，

全面落实护理风险管理方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护理风险事故发生，有助于患者治疗顺利。本次研究

中，观察组患者的非计划拔管率、护理纠纷事件发生

率、意外事件发生率、护理总满意度分别是2.1%、1.1%、

1.1%、97.9%，与对照组患者的 14.9%、9.6%、8.5%、

83.0%相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 ＜0.05。综上所述，

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手段，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意外事故发生，同时能显著提

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良好应用效

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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