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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陈 思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目的：分析放射科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将 2020 年前两季度在本院放射科接收并检查的 68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及不良事件发生率进
行对比分析。结果：实验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不良事件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0.05）。结论：对放射科患者实施护
理风险管理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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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radi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68 patients examined in the radi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in the ▲rst two quarters of 2020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in radiology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t is worthy to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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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作为医院重要科室之一，具有辅助检查、诊断治疗的作
用。临床上许多疾病需要通过放射科设备检查以明确诊断或辅助
判断 [1]，其中包含普通X线拍片机、计算机X线摄影系统、核磁共
振等设备。放射科分组明确，分为诊断组、技术组及医辅组。其中，
医辅组作为实施风险防控重要组成部分，需在医师指导下做好病
人围手术期的护理以及抢救工作，降低手术风险性，并在科室主任
的带领下配合医师对患者进行各项检查和灭菌技术，做好器械和
敷料的消毒等准备工作。放射科存在辐射风险，部分操作属于有
创操作，会对患者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通过与之相对应的护理风
险管理，尽可能降低辐射伤害，减少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 [2]。本文
将 2020 年前两季度在本院放射科接受检查的 68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分析放射科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前两季度在本院放射科接检查的 68 例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均分两组。对照组年龄 20 〜 72 岁，平均年龄
（43.5±2.38）岁，女 18 例，男 16 例；实验组年龄 22 〜 75 岁，平
均年龄（45.2±2.19）岁，女 15 例，男 19 例；两组基线资料无统计
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在整个过程检测对照组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如有异常立

即行对症处理。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患者护理
风险管理，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1.2.1 基础护理 患者行放射检查前，护理人员应监测患者

生命体征，排除各种干扰检查结果的成分。根据患者病情发展情
况，制定护理风险评估表，对潜在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放射科室内
应定期做空气消毒处理，并将温、湿度调整至人体适宜范围内。对
于受检者非投照部位，帮助患者穿戴铅橡皮防护用具。检查前要
准备好急救车，以免检查过程中出现不可控因素，危及患者生命，
争取抢救时间。检查各个阶段都要按医院规章制度进行。护理人
员要及时弥补护理中不足，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1.2.2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给患者大致讲解放射检查实施

手段及整个检查过程中注意事项，使患者能清楚了解接受放射检
查的目的，并指导患者怎样配合医护人员受检。与患者及其家属
建立良好护患关系，使之对医护人员产生信任感。对于部分抗拒
的放射检查的患者，大部分原因是担心其医疗团队不成熟，操作机
械过程中会出现不良事件，或放射科辐射过大影响机体。对此，护

理人员应当耐心安抚，并与患者讲解该放射操作的安全性及医护
人员专业性，以及操作过程中会采取必要措施减少辐射，如有必要
还可以给患者介绍在本院接受放射检查诊断疾病并恢复健康的案
例，从而缓解患者紧张不安的情绪，有利于检查有序进行。

1.2.3 检查指导 对于已经照射透视的患者，待拿到检查结
果后，要叮嘱马上远离放射科，减少与电离空气的接触。护理人员
应告知患者，在未听到广播通知进入科室的患者，应坐在走廊中等
候检查，不可自行推开检查门，因为放射科室机房内工作运行过程
中，室内属于曝光状态，此节点打开检查门，放射线漏到走廊里，给
自身以及其他等候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对患者宣传放射防护
意识，并告知患者放射线有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

1.2.4 完善相关制度 医院要加强对护理人员培训，进一步
提高护理人员风险意识，经过培训会进行考核测评，通过考核的护
理人员才有护理风险管理的资格，从而提高整体护理水平，为患者
提供优质护理。建立风险管理制度，通过总结以往临床经验，分析
造成风险的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在实践中验证方案有效度，不断
更新与完善。完善整个护理流程，预防意外事故发生，建立风险防
控小组，检查科室护理人员对放射科风险的认知程度以及预防措
施，把风险管理落到实处。

1.3 观察指标
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相比较，

生活质量选择生理功能（PF）、社会状况（SF）等指标进行判定。
不良事件发生率包括选择责任差错事件、护理不良事件、护理意外
事件等选择指标进行判定。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 cc ±s)表示，经t 检验，

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以百分率（%）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实验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 cc ±s)，n=34，分 ]

组别 (生理功能）PF （精神健康）MH
（社会状况）

SF
（总体健康）

GH
对照组 73.2±2.4 71.6±3.4 72.6±2.8 73.2±4.5
实验组 79.5±3.2 80.4±3.6 81.3±2.6 83.3±3.4
t 9.184 10.362 13.276 10.442
P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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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满意度对比 [n=34，(%)]

组别 责任差错事件 护理不良事件 护理意外事件 不良事件总发
生率

观察组 0（0.00） 1（2.94） 1（2.94） 2（5.88）
对照组 4（11.76） 3（8.82） 2（5.88） 9（26.47）
χ2 － － － 5.314

P － － － 0.021

3 讨论
临床上许多疾病需要经过放射科检查，其存在诸多因素的护

理风险，会对患者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3]。现阶段，部分医院放射
科室尚未实行护理风险管理制度，导致医护人员在整个操作过程
中不够规范，缺乏严谨工作态度，进而引起一系列不良事件的发
生。所以，为防止该事件的发生，应加强对放射科室医护人员的培
训与管理，完善工作流程 [4]。对需要接受检查患者进行护理风险
管理，通过对患者基础护理、心理护理、检查指导以及完善相关制
度，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放射防护意识，减轻患者因检查所造成的
不适感，通过检查诊断结果，作为对症治疗的依据，一定程度上缩
短患者康复时间，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研究显示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说明护理风险管理在放射检查中的应用效果理想 [5]，
究其原因是护理风险管理极具灵活性，对受检者综合性干预，护理
效果显著 [6]。
综上所述，护理风险管理在放射科中效用强，可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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