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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陈 钰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太平店镇中心卫生院，甘肃 白银 730714）

【摘 要】目的：探析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风险管理应用的效果。方法：本研究开始于 2019年 9月，结束于 2020年 9月，研究期间选

择在我院妇产科接受治疗的患者共计 84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为了深入探究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采用对比的方法，将所有的患者分

为两组，分别命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各分得 42例患者，其中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除了使用常规护

理外，还实施风险管理。两组使用不同方法后对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并记录相关数据，主要包括：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护理

满意度等数据，同时将两组记录后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中有 5例患者出现风险事件，发生率为（7.14%），相对于对照组 28.57%

（12/42）较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97.62%）、（83.33%），相比之下后者低于前者，

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采用风险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科室中的护理风险事件，还能够有效

地提高护理的质量，促进患者早日康复，临床中可大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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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This study 
began in September 2019 and ended in September 2020.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84 patients treate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 In order to deeply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this study use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divide all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name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The two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42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implemented risk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o routine nursing. Afte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the two groups observed and analyzed the 
clinic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and recorded relevant data, mainly including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other data. 
At the same time, the recorded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risk events, the incidence 
rate was (7.14%), which was lower than 28.57% (12 / 42)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7.62%) and (83.33%)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the latter was lower than the form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using the risk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ursing risk events in the Departmen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promote the early recovery of patients. It 
can be vigorously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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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了分析妇产科护理管理中使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效果，

本研究选取在我院妇产科接受治疗的部分患者作为分析对象，使用不

同护理和管理方法将其分为两组对比的模式，报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9年 9月- 2020年 9月在我院妇产科接受治疗的

患者 84例进行分析，将患者分为两组，各组 42例。所有患者的年龄

范围处于 22-57岁，中位年龄为（39.27±4.18）岁，资料可用于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护理期间，采用常规护理模式，既护理人员做好相应

的接待工作，并定期进行病房的通风、消毒和清理，同时详细地讲解

科室的规章制度，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监测 [1]。观察组在此基

础上实施风险管理，具体操作过程按照下方步骤完成：首先，对患者

及家属进行全面的健康宣教，使其详细了解注意事项。同时，护理人

员还要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情况，并做好详细地记录，以便从中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及时进行处理 [2]。其次，对护理流程

进行优化，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规范化地完成各项操作，

以此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 [3]。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护理期间风险事件发生情况，主要包括：医疗纠纷、感

染、跌倒、用药失误等，采用（发生例数÷总人数 =发生率）的方

法计算风险事件发生率，将计算后的结果进行比较。统计两组患者护

理期间的满意度情况，采用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指标进行评

价，非常满意处于（90分以上），满意处于（80-89分），不满意处

于（79分以下）；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例数 +满意例数）/总人数，

将计算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和比较。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计

数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中，以此完成相关内容的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接受护理后对比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接受风险管理后，未发生医疗纠纷、感染等风险事件，

但有 2例跌倒、1例用药失误，风险事件总发生例数为 3例，总发生

率为（7.14%）。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后，发生医疗纠纷、感染、

跌倒、用药失误等风险事件的患者分别有 2例、5例、3例、2例，

总发生例数为 12例，总发生率为（28.57%）。相比之下后者明显高

于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接受护理后对比风险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医疗纠纷 感染 跌倒 用药失误 发生率
观察组 42 0 0 2 1 3（7.14%）
对照组 42 2 5 3 2 12（28.57%）
χ2 21.3987
P值 ＜ 0.05

2.2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后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接受

护理后，对护理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的例数分别为 30例、11例、

1例，总满意例数 41例，总满意度为（97.62%）；对照组患者接受

护理后后，对护理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的例数分别为 20例、15例、

7例，总满意例数 35例，总满意度为（83.33%）；两组相比存在明

显差异，对照组相对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后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42 30 11 1 41（97.62%）
对照组 42 20 15 7 35（83.33%）
χ2 13.395
P值 ＜ 0.05
3 讨论作者简介：陈钰 （1983.11-）女，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妇产科护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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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科室中妇产科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科室中护

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护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生存质量 [4]。因此护理人员在实施护理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的选择

护理方法，并提高对风险事件的控制，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护理，使

其能够在治疗期间保持良好的情绪。妇产科收治的患者均为女性，许

多妇科疾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涉及到患者的隐私，如果护理不当，

极易造成护患纠纷的风险事件发生 [5]。另外，在护理期间若风险管理

不到位，就会导致护理风险事故的发生，导致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受

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为了提高临床护理的质量和安全性，本研究对

风险管理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分析，具体方法如下：

3.1 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

妇产科护理管理人员，需要收集以往科室中发生的安全事件，并

加以分析，从中总结经验，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以此避免风险

事件的发生。即使有风险事件发生，也要保证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

科室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管理 [6]。首先，对专业仪器加强管理，通过

制度的完善，明确仪器的存放和维护事宜，保证仪器的完善性，避免

仪器运转导致风险事件发生。其次，各项护理操作，要严格遵循无菌

原则，保证各个环节能够得到全面的消毒，避免发生感染风险。

3.2 对质控体系加强完善

制度完善后，积极组建质量控制小组，并选择经验丰富的护士长

担任质控小组组长，对护理工作的质量实施监督，同时组长要将小组

所有成员的职责明确，保证各小组成员能够按照要求完成自身工作。

另外，积极组织小组成员参加相关培训，以此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

平和职业素养，保证遇到问题时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同时通过

培训增加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本研究过程中对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工作实施了风险管理，结果显

示无论是风险事件的发生率，还是患者的满意度，均优于采用常规护

理的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由此可见，在护

理工作中开展风险管理，有利于提高妇产科护理的质量和安全性，同

时还能够促进良好护患关系的构建，对患者生活质量和病情康复有着

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使用风险管理模式进行妇产科护理管理工作，能够有

效地提高科室的护理质量，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对护理满意度的提

升有着积极作用，可加大使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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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程联合 SBAR沟通模式的交班时长较少，且具有统计学差异，见

表 4[（9.76±2.55）,（8.73±1.96＊），P＜ 0.01）]。可能是此模式细化了

护士与患者沟通的步骤、内容，护士按模版提示与患者沟通，让护

士交接班更有效率。另外，相比常规交接班，护士使用 CICARE标

准化流程联合 SBAR沟通模式的交接班满意度得到显著提高，见表

3[（63.7%）,（90.8%）]。可见 ClCARE联合 SBAR沟通模式为交接双方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形式 ,利于患者信息的延续与传递 ,营造了科

室间无缝连接的氛围 ,增强了护理时效 ,促进了有效沟通 [14]。减少了

因沟通能力、工作情绪、工作量、工作经验、教育背景等影响 [15]，

让护士交接班更流畅，提高了沟通效率，使得科室团队合作氛围更融

洽。

综上所述，ClCARE标准化流程联合 SBAR沟通模式适用于肿瘤

科病房交接班。沟通模式顺利持续开展，要加强护士核心能力的培训，

提高护士专业能力，让护士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准确有效的护理评估、

措施制定、实施、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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