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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园地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与防范研究要求 
刘国英 

（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古交矿区总医院  山西  太原  030200） 

摘要：目的：探讨神经外科的护理风险及其防范对策。方法：选取 2016 年 1—12 月在该院神经外科进行住院治疗的 128 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别统计和分析该院神经外科住院患者的相关护理风险，并由此制订针对性的护理风险防范对策。结果：128 例患者发生护理风险 16
例，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12.50%。16 例发生护理风险的患者中，由于护理人员不安全因素导致护理风险 12 例，占 75.00%（12/16），而由于患者
及家属不安全因素导致护理风险 4 例，占 25.00%（4/16）。结论：护理人员及患者因素是导致神经外科护理风险发生的重要因素，通过实施针
对性的风险防范对策能够有效改善护理质量，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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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 2016 年 1—12 月在本

院神经外科进行住院治疗的 12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对本研究的

目的、意义知悉，并均签署知情同意书。128 例患者中，男 72 例，

女 56 例；年龄 37～65 岁，平均（52.48±6.73）岁。 

1.2 方法 

对所有患者的相关护理风险进行全面、细致地统计和分析，并根

据所获得的分析结果积极制订针对性的护理风险防范对策。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发生率 

128 例患者中发生护理风险 16 例，未发生护理风险 112 例，护

理风险发生率为 12.50%（16/128）。 

2.2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发生原因 

16 例发生护理风险的患者中，由于护理人员不安全因素导致护

理风险 12 例，占 75.00%（12/16）；而由于患者及家属不安全因素导

致护理风险 4 例，占 25.00%（4/16）。 

3 讨论 

3.1 降低患者窒息可能性的应对措施 

对于神经外科患者而言，应尽量保持其侧卧体位，有利于呼吸道

内异物的及时清除。如患者采用了气管插管治疗，需要每天定时对其

进行充分湿化。此外还需及时清理患者呼吸道痰液。鼻饲时将患者床

头抬升至适宜高度，从而避免食物反流的状况发生。 

3.2 医疗管道拔除风险应对措施 

患者意识清晰，并可保证沟通的流畅性时，相关护理人员应将人

工气道及机械通气的必要性向患者进行反复讲解，使患者对其有明确

认知，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如患者情绪相对激动，可依照医嘱对镇静

类药物进行使用。护理人员需注意患者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各类管道的

妥善放置。 

3.3 患者院内感染风险应对措施 

所有医护人员在临床治疗或护理时需要严格依照无菌流程操作，

认真贯彻落实消毒以及隔离规则，并提升自身无菌操作的意识。比如

雾化器、呼吸机、湿化瓶能患者使用之后均需进行细致消毒，避免患

者之间的较差感染；每次医治或护理之前均需清洁双手，必要时佩戴

医学手套，严禁多位患者的交叉治疗。 

3.4 颅腔二次出血风险应对措施 

接收患者入院以后，相关责任护理人员需重点关注存在颅腔二次

出血可能的病人，如病人可正常沟通交流，将预防颅腔二次出血的注

意事项向其详细解释，如患者无法进行正常沟通交流时可采取医疗措

施将患者肢体进行固定。此外医护人员还需频繁查看病人状态，保证

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正常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升患者舒适度。 

3.5 压疮风险应对措施 

因为神经外科的病人需要接受较长时间的住院治疗，且绝大多数

为卧式体位，如长期同一个体位对皮肤进行压迫极易发生压疮，因此

护理人员需要结合患者实际病情合理的进行翻身或者转换体位的操

作，避免患者同一处肌肤长时间受到压迫。 

3.6 药物及仪器操作风险应对措施 

神经外科医护人员工作量相比其它科室而言要大很多，所承担的

护理风险也要高很多，因此极易引发各类护理风险。但本着为患者负

责的态度，需要将此类可能降至最低，甚至消除，因此该科室所有护

理人员应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并定期接受相关药物以及医学仪

器的操作培训，不仅需要对风险预防意识进行提升，还需持续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 

3.7 降低护理风险的防范对策 

（1）加强医患沟通：护理人员应当及时告知患者或家属神经外

科疾病病情变化的复杂特点及其潜在的风险性，并就目前所采取的诊

疗措施及其所存在的疑虑向其耐心、细致地介绍和讲解，最大限度地

争取患者及家属的理解和有效配合，建立护理人员、患者、家属三者

之间有效沟通的风险防范屏障。（2）加强护理技能培训：应从医院层

面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防范制度，进一步完善风险护理程序及各个

环节。定期开展理论知识、新技术及新设备的培训，不断增强护理人

员业务素质及相关操作技能，全面落实风险责任制，始终使护理人员

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意识。（3）规范护理文书：应对护

理人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和护理文书书写的相关培训，防止因书写错

误而导致的护理风险。通过组建质控办定期检查护理文书的书写情

况，对于存在护理文书书写问题的护理人员应责令其再次学习相关内

容，并就学习心得进行分享。 

4 结论 

综合上述所言，因神经外科患者自身疾病的特殊性导致其抵抗力

和免疫力均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再加上医院内各类病菌以及病毒相

对较多，因此极易为患者造成不良影响。此外由于此类患者多数为意

识不清状态，因此加大了护理过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作为神经外科

的医护人员需不断提升自身护理风险的预防意识，保证自身严谨工作

态度的同时，以提升自身护理质量、降低护理风险作为日常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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