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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在小儿输液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魏晓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广元  628040）

摘要：目的：探究优质护理干预在小儿输液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研究对象为输液患儿80例，平均分组，

分别应用常规护理（参照组）、优质护理干预（研究组），分析比较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患儿家属管理后健康知识评分、患儿
输液不良反应、负性情绪评分、治疗依从性均高于参照组，P＜ 0.05。结论：门诊输液患儿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具有显著护理效果。

关键词：优质护理干预；患儿；静脉输液；配合度；护理满意

输液室为门诊常见科室，患者因缺乏疾病知识、
生理不适等因素影响，极易出现恐惧、紧张等不良情
绪，且自我护理能力不佳，治疗依从性差，极易引起
护患纠纷 [1]。当前，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中应当以患
者为中心，特别是严重疾病患者，加强专业技能培训，
提高综合素质，促进护理质量有效提高，得到患者的
满意评价，有助于预防安全隐患 [2]。研究表明，儿童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有效预防不良
事件发生，改善治疗效果。本文将以近年来 80 例患
儿为对象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门诊输液患儿，平均分为参照组和研
究组一般资料见表 1 所示，研究时间是 2019 年 8 月
~2020 年 8 月。

表 1 一般资料分析

组别 n
性别（男 /

女）
年龄

疾病（胃肠道疾病 /
感冒发热 /手足口病）

参照组 40 22/18 7.87±1.32 12/19/9

研究组 40 21/19 7.23±1.09 13/19/8

χ2 2.1212 0.8967 2.1212

P 0.3275 0.3423 0.3434

1.2 方法  

参照组实施常规管理。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
并口头讲述疾病知识。

研究组患儿在入院以后应用优质护理干预。（1）
成立护理小组。包括护理人员、护士长，由一人担任
组长，即护士长，主要认为培训小组成员、制定护理
方案、监督方案实施；小组成员负责护理方案的实施。
护理人员需服装整洁，仪表端庄。（2）完善管理体系。
与医院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管理机制，确保工作者
对于后勤管理的关注度有效提升，特别是严格把控重
点环节、重点部门，领导层构建质控小组，定期开展
管理的反馈工作，带领医护人员进行自控自查，及时
发现安全问题，并改进问题；针对不同岗位职责制定
考核制度，明确惩罚与奖励准则，促使工作积极性与

参与性提高。（3）用药管理。给予患儿用药指导，
了解用药情况，在使用特殊药物时，首先应当向患儿
家属讲述注意事项；其次讲述药物可能存在的不良反
应，由患儿家属观察。同时，小组成员需增加巡视次
数。（4）症状管理。密切关注患儿体温，增肌饮水量，
做好皮肤、口腔护理工作。（5）环境管理。室内需
保持空气流通与清晰，对室内湿度、温度合理调整，
消毒隔离呼吸道感染疾病、消化道传染疾病，开窗通
风，使用紫外线管进行照射，持续 1h。护理人员与患
儿接触时，严格依照卫生要求进行处理，预防交叉感
染。（6）饮食管理。饮食应当清淡，同时需富含纤维、
优质蛋白、维生素等，采用流质食物或者半流质食物，
对于辛辣刺激类食物，应当禁止饮食，增加饮水量。（7）
置管管理。在置管之前，由护士给予患者进行置管前
宣教。包括疾病知识，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必要性，置
管操作过程，置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需要配
合的事项；置管后的护理，需要注意的事项，置管及
带管过程中需要花费的费用等。置管时，准确测量，
确定置管深度。严格依照无菌操作进行，保证最大化
无菌屏障，严格按操作流程执行。积极与患儿家属沟
通，指导其配合方法。给患者加油打气。设计好可能
发生置管不顺的处理流程，做好准备工作，不要急于
操作。置管后，做好护理宣教，指导术后防止出血方法。
术后每 1h 巡视一次，发现渗血及时更换敷料。

1.3 观察指标

使用健康知识量表对患儿家属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综合评估；随后，评估患儿的治疗依从性，结合配合
治疗情况综合评估；以后，评估患儿负性情绪，包括
抑郁情绪、焦虑情绪；详细记录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SPSS22.0 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包括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使用 χ2 检验、
t 检验，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家属知识水平比较

护理后，研究组患儿家属知识水平更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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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表 2 两组知识水平比较（ ）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73.17±5.68 91.78±4.84a

参照组 40 73.28±5.42 83.18±4.75a

t 0.7934 5.9045

P 0.6517 0.0000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2.2 两组患儿依从性比较 

参照组治疗依从性为 67.50%，完全依从 11 例，

部分依从 16 例，不依从 13 例。研究组治疗依从性为

87.50%，完全依从18例，部分依从17例，不依从5例。

研究组患儿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组（χ2 =5.6121，P
＜ 0.05）。

2.3 两组患儿心理状态比较

对比护理后 HAMA 评分、HAMD 评分，研究组

更低，P ＜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分）

组别 n
HAMA 评分 HAMD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40 13.78±2.17 8.95±1.12 13.45±2.04 8.89±1.04

研究组 40 13.83±2.45 6.73±1.09 13.67±2.12 6.34±1.12

t 0.7121 5.0945 0.7634 4.6795

P 0.4374 0.0000 0.4536 0.0000

2.4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分析

参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00%，渗液 4 例，

过敏1例，其他3例；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00%，

渗液 1 例，过敏 1 例。研究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于参照组（χ2=4.1342，P ＜ 0.05）。

3 讨论
儿科为临床常见科室，疾病有很多种，最常见的

是呼吸系统疾病，其次是消化系统疾病 [3]。呼吸系统

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咽炎、扁桃体炎、中耳

炎、鼻窦炎、喉炎等，下呼吸道感染中的气管炎、支

气管炎、支气管肺炎。消化系统疾病最常见的是腹泻，

其中包括轮状病毒腹泻、诺如病毒腹泻、细菌性痢疾，

都属于儿科多发病 [4]。还有两种疾病是儿科比较常见

的：一个是贫血；另一个是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

其它系统的疾病，比如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脑炎、

循环系统疾病中的心肌炎、免疫系统疾病中的免疫缺

陷，血液系统疾病中的血小板减少、白血病等等 [5]。

本次研究中，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

优质护理干预。结果可见，研究组患儿家属管理后健

康知识评分、患儿输液不良反应、负性情绪评分、治

疗依从性均高于参照组，P＜0.05。临床疾病治疗中，

采用合理、科学健康教育模式管理手段，完善教育知

识体系，有效治疗过程，以便获取满意效果，确保人

们的身体健康。患者或者家属因缺乏疾病有关知识，

对治疗过程十分不利，需加强健康教育模式管理。在

健康教育模式管理中，与多媒体软件相结合，逐条演

示疾病知识，使得健康教育模式管理系统化、具体化、

标准化，有助于患者或家属充分掌握疾病知识，以此

为基础建立自信心，有效提高传疾病治疗效果 [6]。健

康教育对疾病治疗来说起到关键性作用。另外，静脉

输液患儿实施心理护理，针对患者心理状态实施评估，

结合评估结果制定心理护理方案，加强疾病知识教育，

采用通俗易懂方式讲述疾病有关知识，提升患者的认

知水平；为患者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和谐治疗环境，

激发患者对美好生活向往，对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十分

有利；同时，给予患者陪伴、鼓励、关心，以及开展

娱乐活动等，有助于患者保持积极乐观心理状态面对

治疗 [7]。

综上所述，门诊输液患儿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具

有显著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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