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风险管理在医院管理中较为常用，在有效评估潜在风险

因素后，采用合理方法对其进行有效防控[1]。护理风险管理可

使护理人员在工作中更为积极 [2]，可对不安全因素进行及时

判定，予以有效预防，可避免出现不良事件。因感染科涉及的

病种较多，而且病情较为复杂，存在较高传染性，容易导致护

理风险更高[3]。因此需对传染科进行合理管理，有效预防风险

事件发生。本研究选取传染科患者 47 例，探讨风险管理对护

理质量的影响，如下所示。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2018 年 4 月传染科患者 47 例，采用

常规管理，设定为对照组，其中男 27 例，女 20 例；年龄 21~
73 岁，平均（56.35依2.06）岁；破伤风 2 例，乙脑 3 例，伤寒 3
例，菌痢 11 例，肝炎 15 例，肺结核 13 例。选取 2019 年 1 月

至 2019 年 12 月传染科患者 47 例，采用风险管理，设定为观

察组，其中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21~72 岁，平均（56.31依
2.07）岁；破伤风 2 例，乙脑 3 例，伤寒 3 例，菌痢 10 例，肝炎

16 例，肺结核 13 例。两组基础资料进行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按照管理制度及流程开展护理工作。

观察组采取风险管理，包括：淤建立护理风险评估小组，

定期开展检查工作，利于及时发现隐患，并予以处理。于加强

法律法规教育，确保护理人员详细了解传染科涉及的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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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学习相关制度，将其落实到风险管理中，可有效预防工作

失误。盂完善工作流程，建立完善交流机制，对患者实施针对

性风险控制，评估高危因素，针对性防范。榆加强培训，定期

组织护理人员学习相关法规条例，提高其风险意识，且实施

考核，提高其职业素质及风险意识、风险防控能力 [4]。虞加强

护理操作管理，确保护理人员按照制度与流程完成护理操

作，准确识别暴露风险，加强自我保护。

2.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质量，包括护理人员的风险管理知识（30
分）、管理态度（30 分）、管理行为（40 分），有 50 个项目，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理质量越佳[5]。观察两组护理风险发

生情况，包括:输液反应、错误给药、坠床等。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 SPSS20.0 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取 字2 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若 P<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行为、风险管理态度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风险管理意识 风险管理行为 风险管理态度

对照组（n=47） 19.54依1.84 28.96依2.16 19.51依1.28
观察组（n=47） 23.95依1.35 35.86依1.95 25.76依1.16

t 13.248 16.256 24.804
P 0.000 0.000 0.000

3.2 两组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2.13%，对照组为 12.77%，观

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风险情况比较[n（%）]

组别 n 输液反应 错误给药 坠床 发生率

观察组 47 1（2.13） 0（0.00） 0（0.00） 1（2.13）
对照组 47 3（6.38） 1（2.13） 2（4.26） 6（12.77）
字2 3.859
P 0.049

4 讨论

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多的护理

风险，特别是在传染科，由于疾病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往往导

致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即便在日常护理操作中均有可

能具有潜在风险性，护理不良事件往往导致患者承受较大痛

苦，对护患关系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护理风险进

行有效识别，并由此进行合理防范，有效预防不良事件发生。

经研究可知，观察组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行为、风险

管理态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0.05。由此可知，通过风险管理，可有效提高护理人

员的风险管理意识、行为、态度，使之更好地按照风险管理开

展护理工作，可有效预防风险事件的发生。在开展风险管理

过程中，护理人员作为主体因素，应对其实施严格培训，提高

其风险意识，使之掌握相关规定及管理措施，在护理工作中，

按照规章制度开展工作。应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并确

保其具有较高的责任心与服务意识，在有效预防风险事件的

同时，可提高护患关系。在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均

有可能出现风险事件，因此，需要及时对风险予以评估、识

别、处理、防控等。通过风险管理，可对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管

理，确保在风险事件发生前，及时发现相关因素，并及时将其

解决，并制定相应措施进行有效预防。

总之，风险管理应用到传染科患者中，可提高护理质量，

降低护理风险，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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