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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老年心血管病患护理开展风险管理与防范进行探讨分析,旨在提升老年心血管病患的

护理质量与护理水平。方法：选取2021年10月-2022年03月期间某院收治的100例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

为研究对象,其中没有开展护理风险管理的50例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为参照组,开展护理风险管理的50

例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为观察组。结果：开展护理风险管理50例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的观察组,其护理

风险事件发生率(2%)、病患投诉率(0%)都比未开展护理风险管理50例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的参照组要低

(参照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14%；病患投诉率：8%)。并且护理满意度的各项评分(护理质量、风险

管理、环境管理、职业素养、服务态度以及操作水平等),观察组都要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老年

心血管病患护理过程中,开展风险管理及其防范,可以减少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几

率与病患投诉率；同时有助于提升老年心血管病患护理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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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nursing care for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nursing care for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Method: 100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admitted to a certain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mong them, 50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ho did not carry 

out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50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ho 

carried out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50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had a lower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2%) and patient complaint rate (0%)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group of 50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ho did not undergo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nursing risk event incidence rate: 14%; patient 

complaint rate: 8%). And the score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nursing quality, risk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literacy, service attitude, and operational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risk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for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nursing risk events and 

patient complaint rates for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helps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cardiovascular patient care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prevention 

 

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是一系列涉及循环系统

的疾病,循环系统指人体内运送血液的器官和组织,主要包括心

脏、血管(动脉、静脉、微血管),可以细分为急性和慢性,一般

都是与动脉硬化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逐渐

发生退行性病变,其后果之一就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

血管疾病会带来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具体表现为心肌收缩力减

弱,心排血量减少,心率变慢,出现以左房增大、左室变小、主动

脉扩大、弹性降低为主要特征的心脏形态学改变。导致心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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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渐减弱,心脏细胞变性或缩小,使心肌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

氧,阻碍心肌功能的正常发挥。老年人的活动因此而受到限制,

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能力降低,应激能力和生活能力变弱。由于心

肌细胞变性及心脏供血减少,心脏严重负累,导致心率及心律发

生变化,出现心律不齐,甚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传导阻滞。临床

表现在心悸、呼吸困难、紫绀、眩晕等。 

其中心律失常、高血压、心脏病等均为心血管内科常见病,

该类疾病具有病情重、变化快等特点,加上该科室以老年病患居

多,其生理、心理等方面均较年轻群体更为弱势,因此更容易受

到外界环境以及疾病本身的影响,提高护理风险。本次选取某院

2021年10月-2022年03月期间收治的老年心血管内科病患100例

为研究对象,对老年心血管病患的护理管理风险与防范进行了

探讨分析,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10月-2022年03月期间某院收治的100例老年心

血管内科病患为研究对象,将50例没有开展风险管理的病患纳

入参照组,另外50例开展风险管理的病患纳入观察组。参照组中

共有28例男性,22例女性；年龄61-84岁,均值(71.35±3.62)岁。

观察组包括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62-83岁,均值(71.48±

3.52)岁。两组一般资料(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参照组未经风险管理,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 

观察组在分析护理风险后,给予风险管理措施,方法如下：

(1)风险管理制度构建：有心血管内科护理人员共同分析老年病

患的特征,制定相对应的风险管理介入制度,由护士长定期进行

工作质量的检查和考核,并将最终的考核成绩与护理人员绩效

挂钩。(2)严格用药管理：要求护理人必须充分参考老年病患的

实际病情遵医嘱规范化用药。如果病患应用了镇定类药物,需待

其完全清醒后方可下床走动；如果病患服用了降血糖、降血压

药物,需嘱其移位或变换体位时必须要缓慢；在为静脉输液病患

护理时,必须坚持无菌原则,并提醒其维持固定的输液速度,不

可自行调整。(3)加强安全管理：为病患增加呼唤铃、防护栏,

避免其坠床或跌倒；尽可能维持地面的清洁与干燥,并在卫生间

等相对比较湿滑地面的设立“小心跌倒”等警示牌,提醒病患注

意防范；在病患饮食时,叮嘱其尽量多食用易消化类饮食,注意

多咀嚼,避免哽噎；如果病患需要长期卧床休养,护理人员应该

注意定期更换床单、被褥等用品,并为其行体位更换指导,防止

压疮现象出现。 

1.3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病患投诉率。(2)比较

两组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SPSS24.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n,%”表示,

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病患投诉率和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相较参照组,观察组病患投诉率、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

更低(P＜0.05)。如表1所示： 

表1 病患投诉率和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n,%) 

组别/例数 护理风险 病患投诉率

坠床 跌倒 哽噎 发生率

参照组/50 2(4.00) 2(4.00) 3(6.00) 7(14.00) 4(8.00)

观察组/50 0(0.00) 0(0.00) 1(2.00) 1(2.00) 0(0.00)

X²值 4.891 4.167

P 值 0.027 0.041
 

2.2护理满意度 

相较参照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如表2

所示： 

表2 护理满意度(分, x s± )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 风险管理 环境管理 职业素养 服务态度 操作水平

参照

组/50

85.88±

4.90

88.89±

2.75

86.48±

3.24

87.33±

3.10

84.32±

5.71

89.05±

3.86

观察

组/50

93.38±

3.36

93.45±

2.48

94.56±

2.79

94.41±

2.51

90.43±

4.32

93.51±

2.51

t 值 8.924 8.707 13.365 12.551 6.036 6.849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由于自身年龄较高、自身耐受能力较差

及基本日常自理能力降低等原因,常常增加了护理人员的护理

工作难度。大部分老年患者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因此,护理人员

在对老年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时,需要全面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

充足的实践经验,做到及时发现老年患者病情变化,针对性的予

以有效护理措施。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工作通常会采取以

下措施： 

(1)持续关注病情变化。患者入院时,充分了解患者既往病

史,本次疾病发作的表现,如胸闷、心慌、呼吸抑制及心前区疼

痛等症状,一旦出现症状加重或者常规方式不能缓解时,及时通

知临床医生,给予抢救。对自身状况差的老年患者,视情况予以

心脏、血压、呼吸等基本生命体征的动态监测,密切关注各项指

标。(2)注意老年患者心理状态。老年心血管病患者往往因疾病

突发入院,极可能因为心理素质较低、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对疾病

的恐惧等原因极容易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出现消极情绪,从而

不愿意配合医护人员进行疾病诊疗,影响治疗效果。面对如此情

况,护理人员要针对不同原因予以心理护理,增加患者的治疗信

心。此外,老年患者往往具有极强的自尊心,护理时,护理人员要

注意方式方法,给予老年患者必要的尊重,态度亲和,增加患者

对护理人员的信任；面对老年患者的顾虑疑惑,护理人员要耐心

解答并且避免专业医学术语；对于自理能力下降或者丧失的老

年患者,除予以常规心理护理以外,积极帮助该类患者处理日常

生活问题,不定期与患者沟通消除患者消极情绪,降低心理负

担。(3)做好日常生活护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提出,烟草摄入、不

健康饮食习惯以及体重处于超重及肥胖等因素是引起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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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常见诱发因素。因此,严格管理老年患者不良生活行为,监

督老年患者日常健康饮食,戒烟,鼓励自身情况良好的老年患者

适当下床走动,避免脂肪沉积加重病情。第一,合理监督用药。

相比青年患者,老年心血管病患者入院时往往存在诸多慢性疾

病,需要长期服药。老年患者视觉、听觉、反应速度和理解能力

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对于护理人员的用药指导常常出现

多服漏服等情况,护理人员可以将服药方式、时间和用量通过书

写的方式指导患者或其家属；对于药物的不良反应,护理人员应

该同指导患者用药时一并告知患者及其家属；为了避免部分老

年患者擅自停药,在服药时间,护理人员可以到病房进行监督,

保证治疗效果。第二,关注患者睡眠质量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患者后期治疗效果。老年心血管病患者因疾病突发入院治

疗,面对陌生的病房环境、周围不熟识的其他患者以及医护人员

会出现入睡困难和睡眠质量差等问题。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由于

心脏功能异常夜间极容易出现呼吸不畅、胸闷气短,护理人员可

以在老年患者入睡前协助患者调整到有利于患者睡眠休息的体

位,提示无关人员尽快离开病房,保持安静环境,对病房及时通

风消除病房内的憋闷感；适宜情况下,护理人员可建议患者家属

在入睡前帮助患者热水泡脚等促进睡眠。第三,监督患者科学饮

食。老年人群消化系统功能减退现象不可避免,对于心血管系统

疾病的老年患者,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疾病特点,诱发因素和日

常饮食习惯监督患者科学饮食,避免病情加重。建议患者不可暴

饮暴食,应以少盐低脂、质软易消化、果蔬蛋白质按照比例合理

搭配为主。具有吸烟、饮酒史的老年患者,护理人员应监督此类

老年患者戒烟戒酒,但需注意语言表达的语气态度,以免对患者

心理造成二次伤害。(4)积极进行疾病宣传教育。医院相关部门

可以定期举办有关老年心血管疾病宣传教育活动,鼓励社会老

年人群和住院患者及家属积极参与。由专业护理人员介绍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着重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方面进行宣

传教育,强调心血管疾病突发的严重性,引起听众对该疾病的重

视程度,可以有效降低心虚管疾病的致死率。对于确诊患者,鼓

励患者及其家属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相关诊疗,增强对医护人

员的信任并且不可违背遗嘱,按时按量用药并定期复诊。 

临床将护理人员在工作期间,采取评估、识别、处理等措施,

降低或防止现有以及潜在的医疗风险,以此将发生医疗事故的

几率以及事故对医院、病患带来的经济和身心健康所产生的重

大危害、损伤降低的行为称之为风险管理。心血管内科作为护

理风险高发区,老年病患作为高风险人群,有必要采取相关的风

险管理措施,以提高该科室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自觉意识,同

时有效规避护理风险,使整体的护理质量明显改善。 

本次某院通过评估心血管内科的护理风险,发现环境因

素(病床太高、地面积水、厕所无防滑垫、呼叫器数量不足等)、

老年病患自身因素(老年病患的生理功能、身体机能逐渐衰退,

反应相对较慢,适应能力不强等)以及护理人员因素(护理经验

欠缺、技术水平不足、用药或护理操作不当等)均与该科室护

理风险密切相关。基于此,某院结合上述因素,积极进行风险

管理制度的构建,同时要求护理人员注意为病患开展严格用

药管理、加强安全管理等针对性防范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证

实了老年心血管病患者护理开展风险管理的可行性,值得在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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