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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mon nursing risk 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nurs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Methods: Analyze and discuss of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nursing risk in our hospital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summarize the countermeasure and method of correl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other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ould be compared. Moreover, nursing ability improvement circumstance for the nursing staff was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risk management of 
nursing errors, medical disputes an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After the risk management 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ursing work of nursing staff in various digestive operation is 
proficient, medical record documents writing norms,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e emergency ability is superior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quality, reduce nursing risk 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improve hospital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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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消化内科中常见的护理风险以及临床护理管理对策，为消化内科的安全护理提供依据。方法  对本院

消化内科常见的护理风险特点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相关风险管理的对策与方法。将未实施风险管理作为对照组，实施风险管

理为观察组，比较两组临床护理效果，并对护理人员实施风险管理前、后护理能力改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结果  观察组实

施风险管理后护理差错、医疗纠纷以及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施风险管理后护理人员对消化内科各种护理工作操作熟练程度，病历文书书写规范性，沟通能力，应急能力等方面均优于

实施风险管理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消化内科的护理管理中，实施风险管理有助于

提高护理能力和护理质量，降低消化内科的护理风险，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 消化内科；护理管理；风险管理；防范措施 

消化内科疾病种类繁多，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治疗和康复时间较长，病情反复等特点，护理工作涉及

门诊、病房及消化内镜中心，消化内科的临床护理工作存在极高的风险因素。通过科学的护理风险管理可

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少风险危害。本院消化内科在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护理过程中引入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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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理念，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对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 ，并总结出解决对策，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消化内科护理人员中，具有护理资格的医护人员共 23 名，将 23 名护理人员的护理行

为纳入研究范围，其中有高级职称的 2 名，中级职称 16 名，初级职称 5 名，23 名工作人员中工作经验在

三年内的为 7 名，在 3～10 年为 10 名，在 10 年以上的 6 名；平均年龄为 (33.9±7.3)岁。随机抽取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本科收治的消化内科患者 300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117 例，女 183 例，平均年龄(28.9
±5.4)岁。根据入院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实施护理风险管理为实验组 150 例，常规护理为对照组 150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疾病类型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实验组实施风险护理管理，对照组常规护理，比较两组的护理差错率、医疗纠纷率以及患

者护理满意度。并对护理人员在实施风险护理管理前、后对消化内科各种护理工作操作熟练程度，病历文

书书写规范性，沟通能力，应急能力，服务态度等做出评价并进行前后对比研究。 

1.3 风险护理措施 （1）对实验组护理人员进行风险知识培训，增强护理人员的风险防范技能及意识。改

善护理服务态度，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将“以患者为中心”作为临床提高患者满意度。不断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自我管理意识。（2）制定合理的护理计划，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病情、性格、经济情况等，制定个

性化的护理计划，突出护理重点，对病情危重的患者，要进行重点护理。强化、监督、落实各种临床护理

制度。及时解决患者疑问，满足患者需求，对于患者的投诉，要做好记录并及时上报领导。（3）建立风险

管理小组。明确并细化管理职责，加大护理质量管理力度，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排查护理工

作中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制定风险防范方案及解决措施。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准确识别、衡量风险，通

过应用风险管理手段，进行风险管理评价，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发生率，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1.4 评价方法  对护理人员实施风险管理的前后阶段作为对比，评价在消化内科病房的护理风险管理前后

的护理质量改善情况，以病房护理质量为主，包括护理工作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患者的护理文书书写规

范性，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护理人员的沟通能力，护理人员的责任心以及护理人员的应急能力。以每项

100 分为标准，为效果评定，调查患者对消化内科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满意度情况，分为优秀、良好、一

般、差这四个级别。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l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相关数据进行 t 检验、卡方检验，P<0.05 表示差异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施风险护理前、后两组护理管理效果比较  见表 1。观察组实施风险管理后护理差错、医疗纠纷以及

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护理风险管理前、后护理人员能力改善评价比较  见表 2。实施风险管理后护理人员对消化内科各种护

理工作操作熟练程度，病历文书书写规范性，沟通能力，应急能力，服务态度等方面均优于实施风险管理

前，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护理差错 医疗纠纷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150 3（0.02） 2（0.13） 138（92.0） 
实验组 150 1（0.007） 1（0.007） 149（99.3） 
注：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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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风险管理前、后护理人员能力改善评价比较 （分） 

组别 操作熟练 文书规范 沟通能力 应急能力 服务态度 
管理前 72.13 81.21 82.33 83.65 84.78 
管理后 94.63 93.61 94.33 96.38 95.62 
注：管理前、后比较 ，P<0.05 

3 讨 论 
消化内科的临床护理是医院所有护理中承担风险较大，护理类型最多的科室之一

[1-2]
。造成消化内科护

理风险存在的主要因素是护理人员本身以及医院的管理体制
 [3-7]

。消化内科护理存在的风险特点
[8-9]

：（1）
护士的专业知识匮乏，专业技能水平低下，应变能力差，在面对危急情况、疑难问题时，不知如何正确处

理。以上消化道出血为例，护理人员常不了解常用药物奥曲肽的作用机制、适应证、注意事项等，都可能

对病人造成伤害。（2）操作流程不规范，一些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不严格按照规范执行护理操作。（3）
护理制度不完善，完善的护理制度是实现安全护理的重要保障。护理制度不完善或落实不彻底，都可能引

发责任风险。（4）宣教工作不到位，一些护士由于医学知识或工作责任心缺乏，对健康宣教工作不重视，

敷衍了事，使患者无法正确了解自己的病情、应当注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若发生意外，就很可

能诱发医患纠纷。 

在消化内科的护理管理中，实施风险管理有助于提高护理能力和护理质量，降低消化内科的护理风险，

提高患者对医护的满意度。研究表明，实施风险管理后护理差错、医疗纠纷以及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均优

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实施风险管理后护理人员对消化内科各种护理工作操作熟练程度，

病历文书书写规范性，沟通能力，应急能力等方面均优于实施风险管理前，比较差异显著（P<0.05）。由

此表明，在消化内科护理实施风险管理的效果较好，可以预防护理风险、医疗纠纷的发生，提升护理质量，

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应用。我们的体会是，具体的风险护理管理方法主要应从以

下六点着重进行
[10-11]

：（1） 成立护理风险管理领导小组，小组人员以护士长为首，包括护理质量小组，

药物治疗监控小组以及消毒隔离小组，对全科室的护理风险管理进行统一的调控和监督。（2）落实三级护

理质量控制，护理专员、小组组长、护士长三级对消化内科病房患者的情况进行检查分析。（3）识别消化

内科病房护理流程中潜在一些危险因素，加强对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教育，提高消化内科病房的护士对护

理过程中的风险的识别以及评估能力。（4）建立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非惩罚性护理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和

激励机制，对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进行分析，找出护理过程中的风险。建立激励机制，激发护理人员对工

作的热情，提高护理的质量。（5）加强对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人员护理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的培训，严格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培养计划，对消化内科病房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查房，技能考核等。（6）加强消化

内科病房的护理记录的管理
[10-12]

。 

实施消化内科护理风险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消化内科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提高护理操作技能，能够

降低护理的风险以及医疗纠纷的发生率，从而能够提升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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