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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外科护理中开展护理风险管理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外科接收的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开展护理研究,组别类型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开展护理风险管理,分析并对比两组护理管理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护理管理后结果相

比，观察组在护理管理质量、患者依从性、家属配合度和焦虑情绪方面均出现了显著提升；同时，在护理过程中

发生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的比率显著下降，最终获得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在外科护理管理中实

施护理风险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临床护理管理的整体水平，增强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身心舒适感和合作意愿，

同时显著降低不良事件和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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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60 patients admitted from the surgical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nursing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s table method, including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arried out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and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effect of nursing manag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patient compliance, family cooperation, and anxiety; meanwhile, the rat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omplication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final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P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in surgical nursing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enhance pati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comfort 
and cooperation willingnes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nd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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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外科是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专注于外

科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它包括各种手术操作，如

切除、修复、重建等，旨在恢复患者的健康。外科护理

则是为外科患者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学科，涉及术前

准备、术中配合、术后监护等环节。临床外科护理特点

主要体现在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治疗手段多样，并

发症风险高。护理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生理和

心理状态，确保手术安全及术后康复。此外，外科护理

还需注重患者隐私保护和健康教育，提高患者满意度[1-

2]。为探寻最佳护理管理方案，我科将护理风险管理与

常规护理管理模式获得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具体对比

详情见下文叙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在本研究中，对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1 月间

在本院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中筛选出 60例作为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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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中有

患者 30 例。在对照组中，男性患者有 16 例，女性患

者有 14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4.00±2.10）岁。而

在观察组中，男性患者有 17 例，女性患者有 13 例，

平均年龄为（54.50±2.20）岁。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后，结果显示（P 值大于 0.05），两组在

基线资料上无显著差异，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管理，护理管理内容主要包括

基础护理操作规范，如无菌技术、生命体征监测、伤口

护理等；患者安全管理，包括跌倒、坠床、误吸等风险

的预防和应对措施；用药安全管理，确保药物的正确使

用和患者安全以及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疾病和护理

措施的知晓度与依从性。 
观察组开展护理风险管理，1）风险识别与评估：

应用先进的风险识别工具，如 SWOT 分析、海因里希

法则等，全面评估患者手术前、手术中及术后的潜在风

险。建立多维度风险评分体系，对患者的生理、心理、

社会和环境风险进行量化评估。2）风险评估与预警：

基于风险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风险预警方案，包括

风险等级划分、预警信号和应对措施。实施实时监测，

利用信息化系统跟踪患者病情变化，及时发出风险预

警。3）风险管理策略：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制定相应

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预防措施、应急处理方案和后续

跟踪策略。采取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策略，强调个体

化护理和全程管理。4）跨学科团队合作：建立跨学科

护理团队，包括外科医生、护士、营养师、心理医师等，

共同参与风险管理工作。定期召开风险管理会议，共享

信息，协调资源，形成合力。5）护理流程优化：对现

有的护理流程进行优化，消除或减少可能导致风险的

因素。引入标准化操作流程（SOPs），确保护理操作

的规范性和一致性。6）持续教育与培训：对护理人员

进行风险管理知识的持续教育和专业培训，提升其风

险意识和应对能力。定期组织风险管理技能竞赛和案

例分析，促进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7）信息化支持：

利用护理管理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实现风险信息的

收集、分析和反馈。开发智能辅助决策工具，为护理决

策提供数据支持和智能化建议。8）患者参与与沟通：

鼓励患者参与风险管理，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自

我管理能力。加强患者与护理人员的沟通，确保患者对

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并能够积极配合护理措施。 
1.3 效果评估标准 
1）评价工具：采用本院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评分

量表进行评估，问卷内容涵盖护理质量、患者依从性及

家属配合度等方面，每个评价维度设定最高分为 10分，

得分越高表明相应指标表现越佳。2）焦虑水平评估：

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进行焦虑程度的评定，

量表总分可达 100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

3）不良事件及并发症：详细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护

理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的频率。4）护理满意

度调查：通过院内编制的调查问卷进行满意度评估，问

卷内容涉及极端满意、满意及不满意等选项。计算总满

意度时，将极端满意和满意的样本数量合计，然后除以

总样本数量，最终乘以 100%以获得百分比形式的满意

度。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数据处理使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计量指标用（ x

±s）表示，并且采取 t 检验；计数指标用（%）表示，

另外行（χ²）检验。若数据对比结果显示具有统计学差

异，则认为 P 值小于 0.05。 
2 结果 
2.1 组间评分指标对比分析 
在护理干预前，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评分指标进

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P＞0.05），两组间无统计

学差异。然而，与护理后对照组结果相比较，观察组在

护理质量、患者依从性以及家属配合度等方面均表现

出显著改善，且患者的焦虑情绪也得到明显改善（P＜
0.05），结果详见表 1。 

表 1  组间各指标对比详情（ x ±s） 

分组 n 
护理质量/分 患者遵医行为/分 家属配合度/分 焦虑情绪/分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30 5.8±0.6 9.4±0.5 6.8±0.7 9.2±0.5 6.2±0.8 9.3±0.6 27.6±2.7 8.5±1.3 

对照组 30 5.6±0.4 8.5±0.4 6.7±0.6 8.7±0.3 6.1±0.6 8.6±0.4 27.7±2.8 12.7±1.8 

t 值  1.5191 7.6985 0.5940 4.6966 0.5477 5.3168 0.1408 10.3606 

P 值  0.1342 0.0000 0.5548 0.0000 0.5860 0.0000 0.888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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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组间指标对比详情 
记录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以及

并发症发生率均为 3.3%（1/30）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以上指标结果的 20.0%（6/30）例；同时观察组患者对

护理满意度达到 96.7%（29/30）例，其中包括非常满

意 22 例、基本满意 7 例、不满意仅有 1 例；而对照组

患者对护理满意度仅有 80.0%（24/30）例，其中包括

极端满意 15 例、满意 9 例、不满意仅有 6 例,两组结果

对比显示,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和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获得的护理满意度更高，（χ²=4.0431、4.0431、4.0431，
P=0.0443、0.0443、0.0443）。 

3 讨论 
临床外科疾病治疗范围广泛，涵盖创伤、感染、肿

瘤、血管疾病等多个领域。常见的手术治疗方法包括切

除、修复、移植等，旨在恢复患者生理功能和改善生活

质量。治疗过程中需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合理运

用护理风险管理，降低并发症风险，提高治愈率[3-4]。 
临床外科疾病患者往往存在病情复杂、变化快的

特点。护理过程中需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加强病情

观察，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并发症。同时，患者心理压

力较大，需给予心理支持和疏导，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

信心。此外，针对不同疾病类型，制定个体化的护理方

案，确保护理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5-6]。 
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进步，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要

求日益提高。临床外科护理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手术患

者术前、术中及术后的全方位护理。这包括对患者的生

理、心理和社会需求的关注，以及对并发症预防和处理

的能力。临床外科护理现状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短缺，

尤其是资深护士缺乏；操作不规范，存在安全隐患；质

量监控体系不完善；护理人员职业素养不一；管理与临

床实践脱节。这些问题需解决以提升护理水平[7-8]。 
为此，我院对临床外科患者开展了护理风险管理，

且最终获得了较好的护理管理效果。护理风险管理理

念的核心理念是以患者安全为中心，强调预防为主、风

险管理贯穿于整个护理过程。它要求护理人员具备风

险识别、评估和应对的能力，通过持续改进和不断优化

护理流程，降低护理风险的发生率，保障患者安全。同

时，护理风险管理还倡导团队协作、信息共享和持续学

习，以提高护理质量[9-10]。 

综上所述，风险护理管理在外科护理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安

全、优化护理流程和提升护理质量等方面。其优势在于

能够系统地识别、评估和应对护理风险，通过预防措施

减少潜在伤害，同时增强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促进护

理工作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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