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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对神经外科护理缺陷与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聂珊珊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 650200)

【摘要】目的:探究护理风险管理对神经外科护理缺陷与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本次实验时间为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12月,实验对象为神经外科 88名患者,所选患者均接受随机编号处理,对照组及实验组随机编号结果分别为奇数与偶数。 对照
组患者实施常规手段护理,实验组患者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对两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现情况、护理满意度进行分析和对比。结
果:对本次实验进行系统分析,实验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现概率下降幅度相比对照组患者较大,两组相关数据之间差异较为
明显(P <0.05);对本次实验进行全面分析,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提升幅度相比对照组患者较大,两组相关数据之间差异较为
明显(P <0.05)。 结论:在神经外科护理过程中护理风险管理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在减少护理缺陷、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
的作用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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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难度较大,风险较高,护理人员往往承

受较大压力,以期能够减少护理缺陷的出现,保证护理工作质
量,为患者提供更高水平的护理服务。 但是,神经外科护理风
险是多方面的,难以有效规避的。 这种情况下,探究护理风险
管理对神经外科护理缺陷与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有着较强的现
实意义。

2 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时间为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12月,实验对象

为神经外科 88名患者, 通过随机编号的方式对所选患者分
组,分组依据为随机编号的奇偶性。 对照组患者男女比为 24∶
20,其中年龄最大的 74岁,年龄最小的 20岁,中间值为(49.7±
11.4)岁。 实验组患者男女比为 25∶19,其中年龄最大的 73岁,
年龄最小的 20岁,中间值为(49.9±11.5)岁。 两组患者基础信
息之间的差异较为微小,组间数据差异可以忽略不计(P >0.05)。
纳入标准:伦理委员会审议准可本次实验;自愿参与原则是本
次实验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实验对象均为神经外科患者;实验
对象均符合本次实验开展的各项要求。排除标准:实验对象在
实验过程中死亡;实验对象中途放弃参与本次实验;实验对象
亲属中断本次实验的正常开展[1]。

2.2方法
通过常规手段护理对照组患者, 实验组患者护理过程中

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在护理风险管理过程中,医院抽调神经外
科护理人员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明确小组成员职责。小组
成员回顾总结以往神经外科护理工作, 讨论和分析神经外科
常见风险及其原因, 以此为改进和完善护理方案提供可靠依
据。医院组织护理人员培训,培训中向患者详细讲解相关注意
事项,并穿插讲解以往护理工作中的风险事件,切实提高护理
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及能力, 确保护理人员能够自觉规范自
身的行为,保证护理工作质量。 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与患
者保持良好的沟通,询问患者的感受,向患者及其亲属讲解常
见护理风险及防范措施,提高患者风险防范意识,确保患者能
够按照护理人员的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 以此实现规避风险
的目的。医院还要规范护理流程,为护理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可
靠的依据,保证护理工作有序高效地开展。护理人员注意监测
患者临床表现及相关指标,加强对相关风险的防范,确保能够
及时发现和处理风险事件,降低风险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2.3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现情况、护理满意度进行分析和

对比。
2.4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22.0工具对本次实验中涉及的数据进行分析和
处理,(n)及 t用于指代和检验计数资料,(x±s)及 x2 用于指代
和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数据差异较为凸显时,则 P <0.05[2]。

3 结果
3.1两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现情况
对本次实验进行系统分析, 实验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

现概率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6.82%远远低于 15.91%,
相关数据之间差异较为明显(P <0.05)。

3.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对本次实验进行全面分析, 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提升

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90.91%远远高于 79.55%,相关数据
之间差异较为明显(P <0.05),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4 讨论
相比常规护理手段, 护理风险管理在神经外科患者护理

过程中有着更加理想的表现。 护理风险管理要求护理人员在
实际工作中充分考虑相关风险事件, 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
防范, 以此减少风险事件的出现。 88 例神经外科患者参与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的实验, 目的是探究护理风
险管理对神经外科护理缺陷与护理满意度的影响[3]。 对本次实
验进行系统分析, 实验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现概率 6.82%,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护理缺陷事件出现概率 15.91%, 对照组
及实验组组间数据之间差异较为明显(P <0.05);对本次实验
进行全面分析,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90.91%,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79.55%, 对照组及实验组组间数据之间差
异较为明显(P <0.05)。

本次实验表明,护理风险管理在减少神经外科护理缺陷、
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有着十分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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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人数（n） 十分满意（n） 比较满意（n） 不满意（n）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44 12 23 9 79.55

实验组 44 20 20 4 90.91
χ2值 8.903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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