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重庆市护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的调查与分析"

刘丽萍!赵庆华!肖明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各级医院护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的情况%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重庆市
>>

所医院的
(*+

名护士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
!

本组对象中!

<%'*[

的护士亲身经历过不同的护理不良事件!其中发生频率前
+

位者分别是被患

者或家属辱骂"

(+'>[

$&患者投诉"

+)'([

$&治疗遗漏"

&%'([

$%不同职称&年龄&工龄的护士经历不良事件的比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而不同等级医院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临床护士正经历着各种护理不

良事件的困扰!建议管理部门建立非惩罚性上报制度!以获取更多信息并综合分析!最终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护理#安全#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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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是指在护理过程中可能给患者造成安全威胁或

者给医院带来额外资源消耗的事件#对现有和潜在的护理风险

进行识别(评估(评价和处理#并有效规避护理风险已成为当前

护理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

'目前国内相关文献主要集中

在回顾性分析各单位已报告的护理不良事件方面)

&4>

*

#而对于

较大范围的区域性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概率及相关分析鲜见

报道'

&*%*

年
(

月作者通过调查和分析重庆市
>>

所医院的

(*+

名临床护士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的情况#旨在为护理风险管

理提供进一步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
&*%*

年
(

月参加重庆

市卫生局组织召开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0推广大会的临

床一线护士
(*+

名#来自重庆市
>>

所不同等级医院'

>'?

!

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半结构式问卷进行现场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个人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龄(编

制性质(所属医院名称等&以及是否经历护理不良事件和不良

事件类别的有关选项等'本次发放问卷共
(?*

份#回收
(+&

份

$回收 率 为
;%'>&[

&#其 中 有 效 问 卷
(*+

份 $有 效 率 为

;)'(([

&'

>'@

!

统计学处理
!

以
UOX8CBC+'*&

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核

查录入数据资料'采用
,O,,%+'*

统计软件分析#主要包括描

述性分析和
'

& 检验'

?

!

结
!!

果

?'>

!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见表
%

'

表
%

!!

(*+

名护士一般资料

项目 频数$

%

& 构成比$

[

&

医院等级

!

三级
+)) <?')

!

二级
%+& &<'&

!

一级
&> (')

编制性质

!

编内
+*? <%'&

!

编外
%;( +?'?

性别

!

男
) *'?

!

女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4&4*(&

&'

!

%

!

通讯作者#

5AG

!

%+<*?+;;)++

%

U42C:G

!

N2W&**)

$

%<+'F92

'



续表
%

!!

(*+

名护士一般资料

项目 频数$

%

& 构成比$

[

&

工龄$年&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历

!

本科及以上
&&( ))'>

!

大专
&<* (%'>

!

中专
%? +'<

职称

!

高级
)( ?';

!

中级
%(> +%'+

!

初级
+*% (;'?

?'?

!

护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情况统计#见表
&

'

表
&

!!

护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情况#

%j(*+

$

项目 频数$

%

& 百分比$

[

&

是否亲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

!

没有
%;< +;'*

!

有
+*> <%'*

各种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

被患者或家属辱骂
%<( (+'>

!

患者投诉
%*< +)'(

!

治疗遗漏
<< &%'(

!

跌倒或坠床
(( %>';

!

给药错误
(% %<'<

!

化疗药外渗
)> %('+

!

患者自杀
+< %%'>

!

被患者或家属打伤
&* <'(

!

其他
< &'*

?'@

!

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护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的情况比

较#见表
+

'

表
+

!!

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护士经历护理不良

!!!!

事件的情况比较

项目 未发生$

%

& 发生$

%

& 发生频率$

[

&

'

&

!

医院等级

!

一级医院
%% %< (;'+ )'>%< *'*;(

!

二级医院
)% ;% <?';

!

三级医院
%)) &** (?'%

职称

!

高级
%< &; <)') %%'<%% *'**+

!

中级
)( %%& >%'+

!

初级
%+( %<< (('%

续表
+

!!

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护士经历护理不良

!!!

事件的情况比较

项目 未发生$

%

& 发生$

%

& 发生频率$

[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 )) >? <+';

工龄$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不良事件是指与医疗相关的损伤#分为不可预防的不良事

件和可预防的不良事件)

?4;

*

'我国目前尚未对护理不良事件概

念进行界定#更多使用护理缺陷和护理差错的概念'袁晓丽

等)

&

*研究提示#护士对护理不良事件的认知界定存在差异性'

本研究对护理不良事件的调查采取半结构形式#即研究者

参考有关文献提出多个备选项#同时预留开放性填空让被调查

者自行补充'从表
&

看出#本研究对象所经历的护理不良事件

的发生率为
<%'*[

#高于袁晓丽等)

&

*报道的
(%')>[

$

>*

"

%+<

&#这可能与调查对象来源不同以及她们对此概念的理解差

异有关'同时#本研究所表述的护理不良事件包括了对护士自

身的伤害#如
(+'>[

的护士有被患者或家属辱骂的经历#其发

生概率占本调查的护理不良事件之首#而类似表述在既往的相

关文献中鲜有报道#大多数护理不良事件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患

者的伤害方面'这是否对规范护理不良事件概念或类别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表
+

看出#不同等级医院之间#护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

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不同职称(年龄和

工龄的护士之间所经历不良事件概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即中级职称(年龄在
+*

!

)*

岁以及工龄
%%

!

&*

年的护

士经历护理不良事件概率更高#表明无论医院等级高低#护理

风险都一直伴随着临床护理工作%同时#随着临床一线护士

工龄的增长#她们遭遇不良事件的概率也相应增加'而工龄

大于
&*

年以及高级职称护士经历不良事件的比率略低于前

者#可能与她们从事直接临床护理工作相对减少或者经验积

累有关'

根据
a6^

有关资料显示#

+'>[

!

%<'<[

的住院患者曾

经发生医疗不良事件#有学者认为#其中
+([

!

(*[

的不良事

件是可以通过系统的介入加以避免的)

%*

*

'有研究表明#沟通

不足是所有严重差错事件发生的第一位原因'实际工作中#管

理者所获取的信息并不全面#种种顾虑阻碍了护士对不良事件

的主动报告)

&

#

%%

*

'国内许多学者倡导借鉴美国医疗机构联合

认证委员会 $

BDA

=

9:0BF922:..:9090CFFHA8:BCB:909EDACGBD4

FCHA9H

1

C0:WCB:90.

#

c-/6^

&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护理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鼓励非处罚性上报制度#以达到共享信息(

及时分析反馈#进而有效控制不良事件发生的目的)

<

#

%&4%)

*

'

$下转第
&&)?

页&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等)

%+

*分析认为
T-6-

男性参考区间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并且在男性组不同年龄段
T-6-

值差异亦有统计

学意义#而女性组不同年龄段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对不

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组组
T-6-

值是否存在差异#目前尚未达

成共识'分析可能是由于地域(人群(实验室仪器或者实验人

员的差异导致'随机抽取
&**

例健康体检者的检测结果对新

建立的参考区间进行验证#仅有
+[

的结果落在参考区间外#

符合结果分布规律#表明新建立的参考区间可以接受'

综上所述#

T-6-

是一项重要的临床检测指标#但由于其

检测值受检测系统和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临床实验室不能

一味套用厂家或某个实验室提供的生物参考区间#需要结合实

际情况建立自己实验室的参考区间%而目前国内一般将
T-e

(

T-6

(

T-6-

作为浮动均数的参数)

%)

*

#应用于血细胞分析仪

的室内质控#其靶值为每个实验室的参考范围的均值#因此设

立一个合适自己实验室的参考范围非常重要'本研究参照美

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3,-&?4/&

文件建立的参考

区间#经验证适合本实验室使用'

参考文献"

)

%

* 康云平#孙宝云
'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对溶血性贫血的诊断

价值)

c

*

'

疾病检测#

&**?

#

&+

$

<

&!

+<?4+<;'

)

&

* 李军#殷和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诊断技术及进展

)

c

*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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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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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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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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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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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Bc3CM

6A2

#

&**>

#

&;

$

&

&!

>>4;%'

)

)

* 魏有仁
'

参考值的几个基本问题)

c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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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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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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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DA23CMTA8

#

&**)

#

)&

$

>

&!

>>?4>?&'

)

<

* 陈瑛#李彩霞#王伟#等
'

仪器环境温度对
T-6-

室内质

控的影响)

c

*

'

浙江检验医学#

&**>

#

(

$

+

&!

)%4)&'

)

>

* 郭永炼#吴统健#孙林渥#等
'

急性酒精中毒者血液红细胞

参数的研究)

c

*

'

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

#

%*

$

%

&!

&?4&;'

)

?

* 左大鹏
'

贫血的实验室检查程序和诊断)

c

*

'

中华检验医

学杂志#

&**)

#

&>

$

&

&!

%&>4%&?'

)

;

* 张德庆
'

冷凝集干扰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的探讨)

c

*

'

社

区医学杂志#

&**>

#

(

$

&

&!

?)'

)

%*

*陈中心#徐云侠
'

高白细胞血对血红蛋白测定结果的影响

)

c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

#

?

$

)

&!

++)4++('

)

%%

*丛玉隆#金大鸣#王鸿利#等
'

中国人群成人静脉血细胞分

析参考范围调查)

c

*

'

中华医学杂志#

&**+

#

?+

$

%)

&!

%&*%4

%&*('

)

%&

*王剑飚#陈骊婷#石厚荣#等
'%))(<

例健康成人静脉全血

计数参考范围的调查)

c

*

'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4+*>'

)

%+

*张云#马骢#郭建巍#等
'

北京地区健康成人静脉全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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