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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护理安全在眼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间收治的100例眼科患
者纳入研究,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其中对照组实施基础护理措施,观察组实施安全护理措施,对
两组的护理成效实施分析。结果:经过护理后,观察组的护理效果总体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眼科
护理管理当中,实施安全护理措施可以保证临床护理质量,降低错误的发生,保证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护理安全;眼科护理;护理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in
 

ophthalmic
 

nursing
 

management.Methods:
 

100
 

ophthalmic
 

pa-
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9
 

to
 

July
 

202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basic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safety
 

nursing
 

measures.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in
 

ophthalmic
 

nursing
 

manag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nursing
 

measures
 

can
 

ensur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errors
 

and
 

ensu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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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当下医院科技和理念的改变,各大医疗机构的临床护
理工作均开始转变,逐渐向护理安全方面变化。在眼科的日常
护理工作当中,护理安全的观念十分重要,医护人员的综合水
平、责任心以及教育工作均影响了患者的安全,同时也影响了
医院的社会形象。结合当下情况来分析,某些医护人员在工作
当中,依旧存在危险行为,提高了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对患者
造成了一定影响。由此可以明确,医护人员正是眼科护理安全
的核心齿轮,他们带动了工作的落实,患者的接触以及教育工
作的实施,因此提升医护人员的规范操作,开展护理安全措施,
对患者或医院具有积极影响[1]。因此我院开展了护理安全管
理办法,并分析该管理措施的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间
收治的100例眼科患者纳入研究,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男性23例,女性
27例,年龄40~73岁,平均年龄(54.2±2.2)岁,观察组患者男
性21例,女性29例,年龄41~74岁,平均年龄(55.1±2.4)
岁,两组研究对象的基础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存在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措施,应结合患者的具

体情况,说明护理的各个环节以及相关注意事项。观察组采用
护理安全措施,具体:(1)患者入院时,医护人员应当先对其展
开综合评估,了解其年龄、身体情况、作息时间等基本情况,针
对视力障碍、生活自理困难、高血压病患等应当加强护理力度,
制定针对性护理,加强巡视强度,不同患者由专门陪护人员照
顾,预防潜在风险发生。(2)心理护理。当患者入院后,陌生的
环境会促使心态发生变化,加之自身疾病的影响,在双重影响
下,病患更容易衍生心理障碍等一系列负面情绪,严重者将会
降低护理依从性或治疗依从性,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不配合的
行为,不利于疾病的治疗与恢复。针对此情况,医护人员应当
积极展开交流,拉近护患关系,讲解疾病的发生原因,以及当下
的医学治疗现状,以此方式提升治疗信心,并做好家属的解释
工作,嘱咐家属应当侧面给予引导,改变病患对疾病的错误认
知,以正确积极的心态迎接治疗。(3)改善病房环境:对病房的
格局合理计算,合理摆放病房器具,营造一个适合患者休息的
环境,做好器具的固定工作,按时检查病房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若存在障碍,应立即修理。如有必要可在病床加装护栏,预防
坠床等不良事件的发生,合理调整屋内温湿度,嘱咐监护人员
提高监督力度。(4)创建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相关的行为准则
和护理审核标准,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行为准则实施护理,医院按
时进行考核,结合制定的审核标准进行评估,要求医护人员落实
沟通、药品管理、无菌操作等。围术期间,医护人员需实施全程
护理管理。(5)做好培训工作。因为眼科工作的要求较高,需要
医护人员具备过硬的自身水平,因为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均不

相同,所以需按时开展集中培训,对相关知识、操作能力进行提
升,保证医护人员具备高度的责任心,保证护理质量,加强服务
理念。(6)强调生活护理。医护人员说明相关的注意事项,预防
不良事件的发生,医护人员和家属均要做好日常监管工作。
1.3 观察指标 结合两组实际情况,收集两组医护人员

的护理文书质量、基本护理质量、操作水平、护理事件以及护理
满意度进行收集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研究所得所有项目数据资料均

纳入SPSS
 

21.0软件分析,t检验与χ2 检验,P<0.05可认为
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示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
2 结果

经过对比后得知,观察组的护理文书质量、基本护理质量、
操作水平、护理事件以及护理满意度分别为100%、88%、94%、
58%、96%,对照组的护理文书质量、基本护理质量、操作水平、
护理事件以及护理满意度分别为64%、62%、64%、84%、72%,
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比[n=50,(%)]
组别 护理文书质量 基本护理质量 操作水平 护理事件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50(100%) 44(88%) 47(94%)29(58%) 48(96%)

对照组 32(64%) 31(62%) 32(64%)42(84%) 36(72%)

χ2 28.048 9.013 13.562 8.207 10.714

P 0.000 0.002 0.000 0.004 0.001

3 讨论
医护人员在眼科进行工作中,往往忽略了日常护理工作,

导致护理事件频发,引发护患纠纷,不仅对患者造成影响,同时
也影响了医院的形象。因此提升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性便显
得十分重要,只有总体提高医护人员综合素质,方能提高护理
质量,降低不良时间的发生风险,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2-3]。

在本研究中,采用了护理安全措施进行护理工作,其核心
在于通过创建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医护人员的操作,严格遵守
规则进行护理,做好护患沟通、无菌操作等。积极和患者交流,
明确其各项基本情况,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护理措施。展
开心理干预,消除错误认知,提高治疗信心,做好家属的沟通工
作,提升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以积极正确的心态迎接治疗。
改善病房环境,营造适合患者休息的环境,按时检查器械是否
正常运行,若有故障立即修理。合理布局病房物品和设施,合
理调整室内温湿度。按时对医护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提高操作
水平和综合素质,以此方式提高护理质量[4]。结合本研究结
果,观察组的护理文书质量、基本护理质量、操作水平、护理事
件以及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说明了护理安全管理措施,总体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护理
质量,提升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5]。

综上所述,在眼科护理工作当中,实施护理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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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标识在老年骨折患者护理风险
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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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老年骨折患者护理风险管理中护理标识的应用效果。方法:从我院收治的骨折患者中筛选年龄超过60岁者85例
纳入本研究,根据住院时间先后将85例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42例(2020年10—12月收治)给予常规护理风险管理;研究组43例(2021
年1—3月收治)应用护理标识来强化护理风险管理,比较两组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概率。结果:两组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概率对比,对
照组总发生率高于研究组,具明显差异(P<0.05)。结论:老年骨折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将护理标识融入护理风险管理之中,可提高护理
安全性,对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概率有明显降低作用,具推广价值。

【关键词】老年骨折患者;护理标识;护理风险管理;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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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骨折患者的护理风险性远高于中青年患者,因此,除
加强风险管理外,还应制作和使用护理标识,以便有效识别风
险,防止和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本文为探讨老年骨折患者护
理风险管理中护理标识的应用效果,以我院收治的85例老年
骨折患者为对象开展本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资料 入选85例患者均为2020年10月至
2021年3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老年骨折患者,所有患者均>60
岁,无重要脏器如心肝肾功能障碍、精神障碍及认知障碍、视听
障碍及沟通障碍。根据住院时间先后将85例患者分为两组,
对照组42例(由24例男患者及18例女患者构成,年龄61~80
岁,均龄(68.3±1.2)岁;研究组43例由25例男患者及18例
女患者构成,年龄62~78岁,均龄(68.1±1.3)岁,两组基本资
料无明显差异(P>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风险管理,以医院护理

风险管理制度为指导,围绕患者开展护理风险管理,落实各项
风险防范措施。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应用护理标识进一步强化
风险管理。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来进行:一是组织护理人员进行
护理风险相关制度、护理标识体系的学习和培训,分析引发老
年骨折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的因素,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学会
评估和识别风险,掌握不同图案及颜色标识所代表的意义,以
强化其风险意识,日常工作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风险防范工
作,提高护理安全的有效性。二是各种护理标识的应用,主要
包括患者标识、警示标识、药物标识、护士站护理标识等。如患
者标识是根据患者病情评估结果来配备其专属标识———腕带,
即颜色不同的腕带代表患者病情轻重程度,同时腕带标记有患
者姓名、年龄、床位号、疾病类型等信息,以便护患双方一眼即
可识别。警示标识多设置于易发生风险事件的场所、区域如卫
生间、病床旁设置醒目标识,以防患者跌倒和坠床等风险事件
的发生。药物标识是以红、黄、蓝等不同颜色来区分患者所用
药物,让口服药、外用药、注射药等不同药物一目了然。护士站
护理标识为标识专区,张贴配备有文字描述的图片、画报、温馨
提示等标识,便于护士随时观看,时刻加以防范,不断提高护理
安全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统计两组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概

率,风险事件主要包括:跌倒、坠床、脱管、院内感染等[1]。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涉数据均以SPSS

 

24.0软件

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对比见表1。
表1 两组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概率对比[n(%)]

分组 例数 跌倒 坠床 脱管 院内感染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2 2(4.76) 2(4.76) 2(4.76) 1(2.38) 16.66(7)
研究组 43 0(0.00) 0(0.00) 1(2.33) 0(0.00) 2.33(1)
χ2 — — — — — 5.883
P — — — — — —

3 讨论
老年人由于机体各项功能逐渐弱化,运动及身体平衡能力

明显落后于中青年人,易出现摔倒而导致骨折,骨折后因行动
受限加之年老体弱,治疗期间更易发生坠床、跌倒等风险事件。
常规风险护理虽可一定程度的防止风险事件的发生,但对于行
动不便的老年患者而言,由于缺乏醒目的护理标识的提示和警
醒作用,护理风险的防范效果不够理想[2]。为此我院在老年骨
折患者的风险护理中积极应用护理标识,制作出不同颜色、图
案、具提示或警示功能的标识,即便于患者本人及护理人员的
识别,又能发挥不同类型标识的作用,带给护患双方一目了然,
易于防范的使用感受,对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有效的干
预效果[3]。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应用护理标识加强
护理风险管理,该组风险事件发生率远低于仅实施常规风险护
理的对照组。

综上,护理标识在老年骨折患者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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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护理质量,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经过实施后,所有患者
均对本次工作表示满意,值得临床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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