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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在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患儿中的应用
张婷，严文萍，阎仿，郝晶

西安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手术室，陕西 西安 71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在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患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在西安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实施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的98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2020
年5月之前未采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模式的49例患儿纳入对照组，2020年6月及之后应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

模式的49例患儿纳入观察组。比较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护理应用前后护理人员的护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评

分；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家属满意度。结果 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护理应用后护理人员的护

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评分明显高于应用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的总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6.1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0.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为97.96%，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8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应用于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患儿有利于强

化手术室护理工作者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护理工作质量，避免护理风险事故的发生，提高家属护理满意度，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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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ull-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agement in children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ZHANG Ting, YAN Wen-ping, YAN Fang, HAO Jing. Operating Room, Xi'an Northwest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Xi'an 710006,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ull-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agement in children under-
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8 children who underwent in-
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n Xi'an Northwest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August 2021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mong them, 49 children who applied full 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
agement mode before May 2020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9 children who applied the full 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agement mode after June 2020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rsing risk identifica-
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cores of nur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full 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
agement were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nursing risk iden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urse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full 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ag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application (P<0.05). The to-
tal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6.12%)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0.41%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famili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7.96% vs 85.71%,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ull perspective risk pre-control management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surgery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risk preven-
tion awareness of nursing workers in the operating room,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avoiding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accidents and improv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amilie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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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是发育异常和遗传因素影响的心

血管疾病，是新生儿常见心脏疾病，其在每年出生患

儿中发病率为 0.7%~0.8%，我国每年约有 15万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出生，倘若未及时治疗约有 1/3的患儿

在出生后 1年内因严重并发症而死亡 [1-2]。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治疗常采用手术治疗，若不及时诊治将会错

失手术的机会，而患儿因为年龄小则加大了治疗难度

及手术风险 [3-4]，因此，实施手术室针对性护理措施显

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外关于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

患儿的护理措施的报道较多，但是其对儿童术后生存

质量提升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新型的全视角预控

管的干预方法可以通过全方面、多角度方式科学有效

预控、防范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

常问题[5]。本研究将探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在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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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脏病介入术患儿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9年 3月至 2021
年 8月西安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 98例行先天性

心脏病介入术患儿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年龄

≤6岁；(2)符合《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超声诊断及分

型》[6]诊断标准，且符合手术指征。(3)精神状况良好，

配合医治；(4)患儿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存在

恶性肿瘤、血液疾病、糖尿病者；(2)伴随严重性器官功

能障碍者；(3)存在免疫缺陷疾病者；(4)有传染性疾病

者。其中 2020年 5月之前未采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

理模式的 49例患儿纳入对照组，2020年 6月及之后

应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模式的 49例患儿纳入观察

组。对照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21 例；年龄 1~6岁，平

均(3.12±1.02)岁；疾病类型：房间隔缺损 10例，室间

隔缺损 16例，动脉导管未闭 15例，肺动脉狭窄 8例。

观察组中男性 27例，女性 22 例；年龄 1~6岁，平均

(3.09±1.04)岁；疾病类型：房间隔缺损 11例，室间隔缺

损 14例，动脉导管未闭 15例，肺动脉狭窄 9例。两组

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

者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此次研究的护理人

员共18名，实施前后未出现人员变动。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干预。

具体方法：入院后向患儿及家属介绍病区环境和其主

管医生护士，介绍床旁呼叫器的使用、病床的使用、医

院与患儿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简单讲授先天性心脏病

的疾病知识。遵医嘱协助患儿完善术前准备，即相关

的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和碘过敏试验，指导患儿

练习床上排便。术前1 d告知患儿家属晚上10点以后

禁食禁水。术后让患儿回CCU病房，遵医嘱给予患儿

对应的常规护理，让患儿平卧位头偏向一侧 5 h，其中

股静脉穿刺采用盐袋压迫止血 7 h左右；股动脉穿刺

采用螺旋式动脉止血器压迫止血12 h，每隔2 h放松半

圈，至解除全部压力。术后观察患儿生命体征的变化，做

好患儿的心理护理，做好手术感染的预防工作等。

1.2.2 观察组 该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全

视角风险预控管理。(1)全视角风险分析：手术室护士

长组织全科护士根据先天性心脏患儿自身特点与手

术特点进行手术过程中的风险分析，明确先天性心脏

患儿手术过程中存在的护理风险，如体位安全风险、

皮肤受损的风险、低体温风险、生命体征异常风险、水

电解质失衡风险、气道阻塞风险、穿刺肿胀风险以及

潜在术中感染风险等。(2)全视角风险预控：手术室护

士长组织全科护士对已确认的风险项目进行循证查

阅，并与手术室同类型手术患者护理经验进行总结，

通过全方位视角与预见性视角考虑，制定先天性心脏

病介入术患儿全视角风险预控手术室护理方案，全科

室护士将其方案培训后再进行实施。具体方法：(1)体
位安全风险预控，根据手术的需要，将手术床调到相

应的位置，检查其安全性，当患儿躺在手术床时，观察

是否符合手术需要。视情况将压腿带固定在患儿身

上，松紧适应，且压腿带不影响手术操作及患儿呼

吸。(2)皮肤受损风险预控：首先检查患儿皮肤是否受

损，必要时给患儿贴压疮贴或者涂红霉素眼膏，手术

床上床单需铺平整，避免患儿因皮肤脆弱和手术时间

过长等因素影响，导致皮肤受损。各关节易受压部位

可安置啫喱垫，小关节部位放置小海绵垫。(3)低体温

风险预控：手术间温度和湿度调制到手术室规定范围

内，固定好患儿体温检测电片，方便随时对患儿体温

进行观察，根据患儿手术情况盖好手术部位被子，起

到保温的作用，若体温偏低时，有需要可采用输液加

温器。(4)生命体征异常风险预控：随时观察患儿生命

体征、中心静脉压，安置好心电监测电极片、血压带、

血氧饱和度夹及中心静脉管道。巡视时发现患儿皮肤

监测电极片脱落，及时归位，方便随时观察患儿生命体

征，若有异常情况告知手术医生与麻醉医生。(5)水电

解质失衡风险：手术时间过长时，告知麻醉医生是否

需要控制液体速度或者更换液体。在手术造影时，记

录冲洗液的量、尿液量。 (6)气道梗阻风险预控：巡回

护士提前准备好吸引器、气管切开包及抢救药物等，

当患儿出现呼吸困难时，立即进行应急抢救，手术中

要将心电监视仪置于视线范围内，便于观察。(7)穿刺

肿胀风险预控：静脉穿刺选择粗、直血管，液体固定

好，手术医生对患儿进行穿刺提醒其做好保护措施，

手术完后检查穿刺部位，做好无菌保护。(8)潜在术中

感染风险预控：术前做好手术间各项检查，使其处于

备用状态。手术操作台上保持无菌状态。手术时间

超过3 h询问手术医生是否追加用药。观察整个手术

进程，出现污染时立即提醒，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3.1 护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 根据本次研

究手术特点自制护理风险评估量表(本调查量表经信

效度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 0.905)评估应用全视角风

险预控管理前后的护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评分，

量表内容有护理风险识别、护理风险方法防范、护理

风险处理三项，每项内容总分为 100分，分值越高，说

明风险控制质量越好，均由科室内三名经验丰富的主

管护士对操作护士进行评分，每名护士每项得分取三

位人员的平均分。

1.3.2 护理风险发生率 护理人员观察并记录

手术过程中两组患儿体位异常、皮肤损伤、低体温、气

道阻塞、穿刺肿胀及感染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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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家属满意度 自制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

疗满意度调查表(本调查量表经信效度检验Cronbachα
系数为 0.906)，满意度评分内容包括工作态度与责任

心、护理措施、手术熟悉度、护理效果等。总分100分，

90~100分为非常满意，60~89分为满意，60分以下为

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应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前后护理风险识

别、防范和处理评分比较 应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

后护士的护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评分明显高于应

用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

患儿的总护理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4.346，P=0.037<0.05)，见表2。

2.3 两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儿

的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900，P=0.027<0.05)，见表3。

3 讨论

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会导致患儿发育迟缓、营养

不良等，患儿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会逐渐加重，此时

并发症也会增多，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患儿死亡[7-8]。因

此，临床上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多采用介入手术治

疗。为了使先天性心脏病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好的

护理干预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医学发展，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又出现新的护理干预模式全视角风险预

控管理。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是手术室护士根据患

儿疾病的情况做出干预措施，首先评估护理潜在风险

因素，从而采取预见性护理措施进行风险防范，同时

加强对护理工作风险处理能力的相关培训和考核[9]。

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在先天性

心脏病介入术患儿中的应用效果，以此为临床护理提

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果发现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护理应用

后护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评分高于应用前，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原因是这种全视角风险预

控管理护理干预能提前发现患儿先天性心脏病介入

术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根据手术情况、患儿情况、还有

当时所处环境状态进行分析得出哪些是护理中可能

容易发生的风险因素，再对其实施相应的护理措施，

避免护理风险事故的发生。为避免术中出现异常事

故，通过提前掌握手术全方位情况，做好应对处理，进

而有利于手术顺利进行。与谢萍[10]、程荣等[11]研究结

果相似，这种护理风险预控或防范能够强化护士在护

理中的风险意识，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此外，本研

究发现观察组患儿的总的护理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究其原因，全视

角风险预控管理护理干预在患儿先天性心脏病介入

术中，全方位、多视角地对整个手术的护理工作实施

干预，有效地控制护理风险的发生率，减少体位异常、

皮肤损伤、低体温等风险事故的发生，与常规护理干

预相比较，这种干预模式更加细致与全面，能快速地

采取护理风险预控措施。与前人研究结果 [12-13]相似，

提前做好护理风险预控措施，能减少不良事件的发

生，避免手术中意外事件发生，进而保护患者安全。

最后，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家属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究其原因，针对这种全

视角风险预控管理护理，护士需要学习更多东西，掌握

好相关疾病手术知识，具备良好工作能力。对整个手

术状况了如指掌，能够明确手术进行到什么程度，护

理工作需注意的事项。因此，护士需掌握运用好所学

知识与技能，秉承良好的工作态度与责任心，才有利

于护理工作更好的完成，使得护士的工作质量及护理

效果得到保障，进而提高患儿家属对全视角风险预控

管理的护理满意度，与前人研究结果[14-15]相似 。

综上所述，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在先天性心脏病

介入术患儿中的应用效果较好，有利于增强手术室

护理工作者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减少

护理风险事故的发生，且能提高患儿家属对护理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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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全视角风险预控管理前后护理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理评分

比较(x-±s，分)

时间

应用前

应用后

t值
P值

人数

18

18

风险识别

96. 47±3.21

88. 60±4.18

6.335

0.001

风险防范

97. 24±2.10

87. 04±4.57

8.604

0.001

风险处理

96.38±3.31

88.76±4.03

6.199

0.001

表2 两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9

49

体位异常

1

1

皮肤损伤

0

2

低体温

0

1

气道阻塞

0

1

穿刺肿胀

1

2

感染

1

3

表3 两组患儿的家属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9

49

非常满意

20

19

满意

28

23

不满意

1

7

总满意度(%)

97.96

85.71

··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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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MB模型的 IKAP健康教育
及护理措施在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中的应用

杜小花，张菲，王姣

安康市中心医院产科，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目的 观察基于信息-动机-行为理论(IMB)模型的信息-知识-信念-行为(IKAP)健康教育及护理措

施在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于安康市中心医院诊治的408例
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204例。对照组孕妇给予常规健康教育

及护理措施，研究组孕妇给予基于 IMB模型的 IKAP健康教育及护理措施。分娩后，比较两组孕妇护理前后的血压

状况[舒张压(DBP)、收缩压(SBP)]、生活质量(采用本科室自制的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评估)及妊娠结局。结果 护理

前，两组孕妇的DBP、SBP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娩后，研究组孕妇的DBP、SBP水平分别为

(81.01±4.13) mmHg、(125.44±5.51) mmHg，明显低于对照组的(85.31±4.16) mmHg、(130.98±5.69) mmHg，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孕妇的社会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生活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分娩后，研究组孕妇的社会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生活功能评分分别(91.72±4.88)分、(89.47±7.68)分、

(83.71±7.11)分、(83.55±7.79)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4.24±5.82)分、(80.24±7.33)分、(75.89±6.68)分、(76.34±6.58)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孕妇的剖宫产、早产、产后出血、胎儿窘迫、胎盘早剥、围生儿死亡及新生儿窒

息发生率分别为 26.47%、5.39%、7.35%、7.35%、10.29%、0、5.8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56.86%、18.14%、21.08%、

18.14%、28.43%、13.24%、15.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 IMB模型的 IKAP健康教育及护理措

施于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中应用可显著改善患者血压水平及妊娠结局，同时可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妊娠期高血压；信息-动机-行为理论模型；健康教育；护理；妊娠结局；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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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measures based on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 in pregnant women with hypertension during pregnancy. DU
Xiao-hua, ZHANG Fei, WANG Jiao.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kang Central Hospital, Ankang 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IKAP) health educa-
tion and nursing measures based on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IMB) model in pregnant women with hy-
pertension during pregnancy. Methods A total of 408 pregnant women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who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Ankang Central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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