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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门诊儿童输液中的效果分析

李 茹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中医医院 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目的：分析细节护理在门诊儿童输液中的效果。方法：2021年 1月- 2022年 3月，从本院门诊儿童输液患儿

中选择 80例进行研究，利用随机数表法分两组，各 40例，对照组 :常规护理，试验组 :细节护理，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

情况。结果：试验组患儿护理依从性为 95.00%，对照组为 80.00%，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试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7.50%，对照组为 82.50%，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试验组不良反应率为 2.50%，对照组为 15.00%，试验组低于

对照组，P＜ 0.05，试验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97.50%，对照组为 82.50%，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护理前两组患

儿输液相关知识知晓评分、护理质量评分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两组相关知识知晓评分、护理

质量评分均高于护理前，P＜ 0.05，且组间对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在门诊儿童输液护理中，细节护理

效果理想，可预防多种不良反应的发生，并促进健康知识传播，儿童家长满意度提升，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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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是临床常用治疗手段之一，通常在门诊进行输液治

疗，门诊属于开放性服务窗口，在医院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服务情况直接关系医院整体服务形象，

但对于儿童群体，门诊输液工作开展难度较高，必须结合实际

情况，强化此方面工作管理 [1-3]。门诊人员流动量较多，每天

接待的病患数量多，对具体护理服务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尤

其对于儿童门诊输液患儿，其年龄较小，自主意识较低，生理、

心理相关机能发育不完全，而输液是一种有创治疗方式，容易

出现患儿不配合等情况，影响具体治疗开展，因此针对门诊输

液患儿，临床重视护理服务工作模式探究，旨在找寻更为高效

的护理服务方法，为患儿提供科学指导，确保输液工作安全、

顺利且高效完成 [4-6]。本文分析了细节护理在门诊儿童输液

中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年 1月-2022年 3月从本院门诊儿童输液患儿中

选择 80例进行研究，利用随机数表法分两组，各 40例。对照

组男 24例，女 16例，年龄 0.7-12岁，平均（6.13±2.15）岁，输

液时间：2-15d，平均（8.22±3.05）d；试验组男 23例，女 17

例，年龄 0.8-11岁，平均（5.87±2.22）岁，输液时间：2-16d，平

均（8.65±3.21）d。两组上述资料均衡性高（P＞0.05），可比。

纳入标准：（1）具有门诊输液治疗指征患儿；（2）无药物

过敏史患儿；（3）患儿家长对研究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1）合并智力缺陷等先天缺陷患儿；（2）伴有

免疫功能障碍或凝血功能异常患儿；（3）病情加重需住院治

疗患儿。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具体措施如下：（1）输液前干预，

护理人员在穿刺前遵医嘱准备静脉输液药物，了解患儿基本

情况，收集患儿信息，必要时做好皮试工作。同时多与患儿及

其家长交流，安抚患儿情绪，指导家长照顾患儿；（2）穿刺及

输液干预，穿刺时评估患儿血管状态，确保一次穿刺成功，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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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过程中加强巡视，观察患儿状态，及时换药，并做好应急处

理准备工作；（3）输液后干预，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拔针等操作，

并在输液后评估患儿状态，叮嘱患儿及家长留下观察 30min

左右，无异常后方可离去。

试验组采用细节护理，基础干预同上，配合如下措施：

（1）环境干预。护理人员合理布置输液室，可在墙上张贴小

贴纸，营造童趣的环境氛围，同时播放输液知识宣传动画片，

并在输液室放置宣传手册，同时为患儿播放儿歌。此外根据

天气等情况及时调整室内温度和湿度，并调整光线情况，定

期通风换气，并保持室内安静；（2）心理干预。针对家长及患

儿开展工作：①家长心理疏导。护理人员积极主动与家长沟

通，告知输液过程及具体细节，耐心讲解每个缓解注意事项，

并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同时说明家长陪伴、家长鼓励对患

儿的作用，指导家长多陪伴患儿，并评估家长情绪状态，帮助

其放松情绪，指导家长学会转移注意力，并调整呼吸，紧张不

安时进行深呼吸训练；②患儿心理护理。护理人员态度温和

地接待患儿，运用语言和肢体动作与患儿拉近关系，对于年龄

较小的患儿，护理人员可以帮助其整理衣服，对于年龄较大

的患儿，护理人员使用“你真棒”等语言进行鼓励，在穿刺结

束后，护理人员可以给患儿以小糖果或小玩具进行奖励；（3）

做好血管相关干预工作。若选择手背静脉穿刺，则以桡骨茎

突、第三掌骨头、尺骨茎突形成的三角区域为主；考虑到小儿

好动，可选择四肢输液，要做好固定工作，可以使用自制纸板

进行固定，并在手腕与固定物之间放棉柔巾等，保持患儿舒适

度；（4）拔针干预。输液结束前，告知家长拔针时间，引导家

长帮助患儿转移注意力，具体拔针确保先慢后快，当针尖离开

血管壁后，则迅速拔出，随后利用干棉签按压穿刺点，沿着血

管方向按压，保证棉签顶端超过针眼 1-2mm，并利用透明胶

带粘贴，持续按压 4-5min；（5）其他细节干预。护理人员根据

季节、气候等调整手部温度，比如在冬天，若护理人员手部温

度较低，在操作前利用暖水袋捂手，减轻对患儿的刺激，同时

若出现一次穿刺不成功情况，需要及时向家长说明情况，取得

家长谅解，照顾家长及患儿情绪。

1.3 观察指标

（1）护理依从性评估比较，具体标准如下：完全依从：患

儿积极配合穿刺及输液工作，无须家属过度干预；部分依从：

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出现反抗行为，家长和护理人员安抚后安

静输液；不依从：患儿反抗行为强烈，需在护理人员约束下完

成输液。依从性 =完全依从率 +部分依从率 [7-9]；（2）护理满

意度，患儿输液结束后，家长完成问卷调查，卷面满分 100分，

根据得分划分 3个等级：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对应分值：

91-100分、61-90分和 0-60分，满意度 =非常满意率 +满意

率 [10-13]；（3）不良反应率统计比较，包括：皮下瘀斑、血液外

溢、针头脱落；（4）一次穿刺成功率统计比较，标准：穿刺针

一次性进入皮肤、血管，穿刺点无血肿或者渗血情况，患儿肢

体舒适，无疼痛情况 [14-15]；（5）输液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护理

质量统计比较，使用调查问卷，评估患儿家长相关知识知晓情

况和护理质量情况，满分均为 100分，分值越高，情况越佳 [16-

17]，于输液前和输液结束当日评估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全文数据选择 SPSS 20.0系统计算，x̄±S表达计量数据，

选择 t检验；百分比表达计数数据，选择χ2检验，P＜ 0.05

为两组数据存在差异。

2 结果

2.1护理依从性

试验组患儿护理依从性为 95.00%，对照组为 80.00%，试

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护理依从性比较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试验组 40 21（52.50） 17（42.5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17（42.50） 15（37.50） 8（20.00） 32（80.00）

X2 -- -- -- -- 4.114
P -- -- -- --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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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7.50%，对照组为 82.50%，试验组

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40 19（47.50） 20（50.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16（40.00） 17（42.50） 7（17.50） 33（82.50）

X2 -- -- -- -- 5.000
P -- -- -- -- 0.025

2.3不良反应率和一次穿刺成功率

试验组不良反应率为 2.50%，对照组为 15.00%，试验组

低于对照组，P＜ 0.05，试验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97.50%，对

照组为 82.50%，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率和一次穿刺成功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不良反应情况

一次穿刺成功率
皮下瘀斑 血液外溢 针头脱落 发生率

试验组 40 1（2.50） 0（0.00） 0（0.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4（10.00） 2（5.00） 0（0.00） 6（15.00） 33（82.50）

X2 -- -- -- -- 3.914 5.000
P -- -- -- -- 0.048 0.025

2.4家长相关知识评分和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前两组患儿输液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评分、护理质量

评分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两组相

关知识知晓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护理前，P＜ 0.05，护

理后组间对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4。
表4 两组患儿家长相关知识评分和护理质量评分比较（x̄±S，

n=40，分）

组别
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评分 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试验组 71.15±3.49 87.65±4.86 17.441 0.000 76.55±3.54 88.11±3.94 13.803 0.000
对照组 71.21±4.88 80.11±4.32 8.637 0.000 76.39±3.82 82.27±3.81 6.893 0.000

t 0.063 7.334 -- -- 0.194 6.739 -- --
P 0.950 0.000 -- -- 0.846 0.000 -- --

3 讨论

输液治疗临床应用较为广泛，具体操作多在门诊输液室

完成，而门诊每天接待的病患数量较多，同时人员流动量大，

门诊输液护理管理难度较大，尤其对于儿童输液，其年龄较

小，且患儿间年龄差较大，并存在疾病差异及个体差异情况，

增加了护理难度 [18-20]。而科学合理的护理干预是保证儿童输

液顺利高效开展的关键，因此在儿童输液过程中，应结合患儿

实际情况，做好护理干预工作，其中细节护理应用价值较高，

具体应用措施及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儿依从性、护理满意度、不

良反应率和一次穿刺成功率均优于对照组，同时护理后患儿

家长相关知识及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原因分析如下：

细节护理是一种具有人性化特征的护理模式，具体工作开展

从病患实际情况出发，对其特点及需求进行评估，确保护理干

预工作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从细节着手，推动护理工作质量

整体提升 [21-22]。针对儿童输液患儿，细节护理从操作和心理

干预两方面着手，兼顾患儿及其家长，首先重视心理干预，帮

助家长和患儿摆脱负性情绪，避免出现情绪波动情况，保证输

液工作顺利开展；其次注重操作干预，合理选择血管，做好固

定工作，科学合理拔针，预防渗血和血肿情况发生，并营造舒

适的环境，提升患儿的舒适度；最后注重全方位干预，分析工

作中可能对患儿造成刺激的因素，及时调整，消除不良因素影

响，确保患儿整体状态安全，消除外界不良刺激，从而保证穿

刺与输液顺利开展。

综上，在门诊儿童输液护理中，细节护理效果理想，可预

防多种不良问题发生，并促进健康知识传播，儿童家长满意度

提升，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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