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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的众多科室中，呼吸内科具有重要的地位，

该科室的患者病情相对较为危重，需要快速采取医护措

施进行干预，且该科室的患者中老年占比较高，极易在

医护过程中出现多种护理风险问题，产生一系列的护患

纠纷，影响整体的医护质量 [1]。风险管理主张通过加强

培训、完善制度、细节管控等措施，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事件进行管理和控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鉴于此，

本研究采取随机对照法对本院收治的 60 例呼吸内科患者

进行研究，探讨风险管理对其风险事件发生情况等方面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22 年 2 月 -2023 年 2 月本院收治的 60 例呼吸

内科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

及对照组，均 n=30 例。对照组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

15 例，15 例； 年 龄（24-67） 岁， 平 均（54.32±2.44）

岁；住院时间（8-30）d，平均（19.31±1.21）d。观察

组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 15 例，15 例；年龄（24-68）

岁， 平 均（54.42±2.41） 岁； 住 院 时 间（9-30）d， 平

均（19.45±1.23）d。两组患者资料无差异，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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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研究经过医学伦理学审查。

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患者年龄大于 18 周岁；（2）住院时

间大于 7d；（3）患者对研究知情，自愿参加；（4）可配

合参与全部研究。

排除标准：（1）存在精神类疾病等，无法正常沟通；

（2）器官衰竭者；（3）免疫功能障碍；（4）信息不全。

3.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管理。合理安排护理排班，减

轻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实时询问患者需求，对患者提

供多方面护理支持，针对护理质量全面考核。

观察组在其基础上给予风险管理。（1）加强培训：

针对风险管理进行培训，增强其专业能力，分类了解风

险因素，提升风险防范意识。（2）完善管理制度：对交

叉感染进行避免，制定相关制度，对多种护理资源进行

有效运用，保证护理人员的安全性。管理制度应分级，

负责人由护士长担任，定期召开风险会议。（3）心理干

预：减轻患者心理压力，加强对基层人员的护理干预，

缓解相关人员的负面情绪，增强其心身健康性，帮助其

创建积极心态。（4）个性化护理：尊重患者个体情况，

降低护理风险，针对高龄患者，增强其护理个性化，鼓

励患者对家属陪伴。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5）细节

管控：反复核对患者信息，若患者卧床，需为其增添防

护栏，使其远离危险物品，保证地面清洁，详细解答患

者疑问。

4. 观察指标

（1）风险事件。记录两组管理过程中出现供氧故障、

导管脱落、呼吸机使用错误、痰液未清除以及医嘱执行

错误的事件例数，并计算百分比。（2）生活质量。给予

患者生活质量简明调查表（SF-36）[3] 进行评估，包含 8

项内容，每项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生活质

量越高。

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风险事件比较

观察组供氧故障、导管脱落、呼吸机使用错误、痰

液未清除以及医嘱执行错误的总占比为 3.33%，对照组

为 20.00%，观察组占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1　风险事件比较[n（%）]

组别
例

数

供氧

故障

导管

脱落

呼吸机使

用错误

痰液未

清除

医嘱执

行错误
总占比

观察组 30
0

（0.00）

0

（0.00）

0

（0.00）

1

（3.33）

0

（0.00）

1

（3.33）

对照组 30
1

（3.33）

1

（3.33）

1

（3.33）

2

（6.67）

1

（3.33）

6

（20.00）

x2 / - - - - - 4.043

P / - - - - - 0.044

2.QOL 评分比较

观察组 QOL 中 8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QOL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情感职能 生理职能

观察组 30
87.83±

1.25

86.74±

1.31

89.09±

2.13

89.94±

1.49

对照组 30
81.34±

2.01

83.24±

2.02

83.20±

2.23

84.31±

2.39

t / 15.018 7.962 10.461 10.94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续表2

组别 例数 精神健康 活力 总体健康 躯体疼痛

观察组 30
90.94±

1.46

92.14±

2.01

91.33±

2.09

91.02±

1.86

对照组 30
84.21±

2.02

83.80±

2.38

83.22±

2.35

81.90±

2.16

t / 14.790 14.664 14.124 17.52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三、讨论

针对呼吸内科，该科室较常发生护理风险事件，需

要实施多种风险管理措施，提升整体的护理安全性。常

规护理管理能够有效提升相关人员的任务分配科学性，

让相关人员以更好的工作状态完成多种医护工作。风险

管理主张对护理风险予以充分重视，灵活采取多种护理

措施，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优质护理 [4]。

在风险管理中，护理人员会多方面分析过往的管理

案例，探究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将成功的管理经验运

用到新的管理方案中，结合科室的具体管理现状，制定

针对性的管理方案，增强多种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和

针对性，从而取得更加理想的管理结局 [5]。本研究中，

观察组供氧故障、导管脱落、呼吸机使用错误、痰液

未清除以及医嘱执行错误的总占比为 3.33%，对照组为

20.00%，发生率比较，观察组低于对照组，说明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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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够降低多种风险事件的出现概率。

在风险管理中，护理人员会告知患者多种护理风险，

让患者对多种护理风险拥有更加深刻地认知理解，促使

患者对多种医护措施更加配合，增强整体的治疗和护理

效果，让患者的生理和情感功能得到增强 [6]。本研究中，

观察组 QOL 中 8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说明风险管理能

够提升患者的 QOL 评分。

综上所述，在呼吸内科护理管理中实施风险管理，

能够减少供氧故障、导管脱落等问题的出现，让患者对

整体护理更加满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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