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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小儿病患在输液过程中的优质护理服务应用与效果,旨在确保小儿病患输液的

安全进行,以及预防与降低小儿病患输液不良事故的出现。方法：选取某院2022年5月--2022年11月期

间收治的108例小儿病患为研究对象,所有小儿病患都实施输液治疗,并进行护理作业。随机把研究对象

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各54例小儿病患。其中对照组运用一般护理方法实施作业,研究组运用优质

护理服务手段对其开展护理作业,对它们的应用效果以及不良事故进行对比说明。结果：两组应用效果

中的穿刺疼痛与不良事故率比较时,一般护理方法作业的对照组显著高于优质护理服务手段作业的研

究组；两组比较数据具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小儿病患在输液时需要合理运用护理方法,其中运

用优质护理服务手段进行护理作业,其应用效果明显由于常规护理方法,并且优质护理服务手段的合理

运用能够减轻小儿病患的穿刺疼痛感,同时能够减少不良事故率,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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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t i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for pediatric patients during the infusion process, with the aim of ensuring the safety of infusion for 

pediatric patients and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infusion accidents for pediatric patients. 

Method: 108 pediatric patients admitted to a certain hospital from May 2022 to Nov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all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went infusion therapy and nursing assignments. 

Randomly divide the study subjects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each with 54 

pediatric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general nursing methods to carry out nursing assignments,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used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to carry out nursing assignm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adverse accid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 When comparing the puncture pain and adverse accident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application effect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general nursing method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search group with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method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mparison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Pediatric patients need to use reasonable 

nursing methods during inf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nursing operations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reasonable us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methods can reduce the puncture pain of pediatric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accid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clinical nursing of pediatric infusion; infusion care;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puncture pain; 

adverse accident 

 

输液属于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式,对很多种疾病都可以采

用这种方式进行治疗。尤其是针对儿科疾病,输液也是 为常用

的治疗手段。优质护理服务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所制定的护理

措施,且注重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将其服务于输液患儿时,

能针对患儿的心理状态与生理状态,进行全面的调节。这相对传

统的护理方案而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全面性,护理优势相对

得到提高。传统护理过于强调护理的程序以及护理本身,忽略了

患儿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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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病患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一般较差,加之患病时

其自身身体的不适会导致儿童出现拒绝交流、惊慌哭闹等情况。

同时儿童的语言组织能力较为欠缺,并不能清晰准确的表述出

自己身体的不适感及其出现的位置。所以在对小儿的诊疗、护

理中,对儿童的抚慰、交流以及信赖感的建立是医护人员能够准

确把控患儿病症情况,推进患儿的正常医治进程的坚实基础,因

此尤为重要。并且小儿疾病的临床类型比较多,在对小儿病患治

疗时,多以输液治疗为主。由于输液患者数量较多,因此医院一

般会设有专门的儿童输液室,以便各项治疗工作能够合理的开

展。不过,与青少年相比较,小儿患者其对疾病还未有一个充分

的认知,面对静脉穿刺操作的实施,往往会因为害怕而哭闹不止,

从而对医护人员的行为产生抗拒,这种情况的出现,势必会对输

液治疗带来一定难度,同时也对儿童输液期间护理工作的开展

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为避免多次穿刺,要求护理人员需把控

好每一个细节,加强患儿心理护理、输液室环境管理、患儿体位

指导以及患儿家属的健康宣教等各项工作的实施力度,充分站

在患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针对患儿常出现的几种情况,具有针

对性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另外,突出体现儿童输液室护理中的

人文关怀,医护人员应主动给予患者关心与温暖,关注患儿的心

理健康。 

基于此,本研究从某院选取2022年5月--2022年11月期间收

治的108例小儿病患为研究对象,所有小儿病患都实施输液治疗,

并进行护理作业。随机把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

各54例小儿病患,对优质护理服务在小儿输液临床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进行了探讨分析,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某院2022年5月--2022年11月期间收治的108例小儿病

患为研究对象,所有小儿病患都实施输液治疗,并进行护理作

业。随机把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各54例小儿病

患。其中对照组：30例男、24例女,年龄 大10周岁, 小3周岁,

均值(5.75±0.88)周岁,患病 长5天, 短1天,均值(3.05±

0.16)天,含有呼吸系统疾病34例、消化系统疾病20例；研究组：

32例男、22例女,年龄 大10周岁, 小2周岁,均值(5.83±0.79)

周岁,患病 长5天, 短1天,均值(3.12±0.13)天,含有呼吸系

统疾病36例、消化系统疾病18例。二组患儿的临床基本资料不

存在显著差异,P＞0.05,可以比较。 

1.2方法 

对照组运用一般护理方法进行作业：严格按照院内规章制

度为患儿实施穿刺,完成后,将输液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详细通

知患儿家长,并提醒患儿家长注意输液期间的体征变化,如出现

异常,需即刻通知医护人员。 

研究组在一般护理作业的基础上,再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作业： 

(1)预防服务,即输液期间应15min为巡视间隔时间,便于及

时掌握患儿输液过程中的异常表现,对于体征改变进行记录,对

静脉管路的使用情况实施观察,有预防针头滑脱、药液外渗、静

脉炎、导管扭曲等不良事故发生的作用。 

(2)情绪服务,实施穿刺时,护理人员需以和蔼、轻柔等方

式与患儿沟通,并以卡通图片方式转移患儿注意力,并告知患

儿,穿刺过程中不会有严重疼痛,且持续时间较短暂,同时对

患儿的背部、头部进行抚触,有放松患儿身心,减轻患儿负性

情绪作用。 

(3)环境服务,输液室的分布与规划应具备人文性特征,即

配备电视机、饮水机、空调等,患儿输液期间,可以通过电视播

放患儿感兴趣的节目,以减轻患儿不适感,此外,需对输液室进

行定期消毒、清洁处理,可以降低交叉感染事件发生率。并且由

于儿童的年龄较小,社会关系简单,缺乏见识与阅历,所以其对

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会保持较高的警惕心。患儿出于对静脉穿

刺的惧怕抗拒心理,常常会通过挣扎、哭闹甚至是逃避静脉注射,

儿科护士会用一些可爱的小玩具来分散患儿的注意力,并以温

柔鼓励的语言予以安抚患儿的情绪。带患儿来到以暖色调为主,

多用粉色、淡黄色等进行装饰。且墙体粘贴有形象可爱的卡通

画,有娱乐设施的病房,并为患儿播放剧情轻松的益智的动画片,

转移患儿输液时的注意力,放松患儿的警惕心理。同时儿科护理

人员着淡粉色护士服,在与患儿沟通时应当保持和蔼可亲的笑

容,语气轻柔或活泼,降低患儿对护理人员这类陌生人的防备心

理,同时多次对患儿进行言语激励,从而激发患儿的勇气。并交

代在对患儿实施血管穿刺时,其父母可在患儿背后抱住患儿,从

而达到控制患儿躯体,防止出现因患儿挣扎、逃跑等导致的脱

针、穿刺位置偏移以及穿刺血管破损等情况。 

(4)对患儿家长采取心理疏导服务,即将患儿疾病相关信息

主动告知,提示输液疗法可以快速缓解患儿病情,减轻不适感,

同时将输液期间有可能出现的不良事故进行说明,并告知患儿

家长药物的作用及其不良反应,若患儿家长存在严重担忧、焦虑

心理,应及时给予安抚与引导,以确保患儿家长的不良心理得到

缓解。 

(5)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对于儿童输液室工作人员来

说,其不仅要具备基本的护理能力,还需要充分了解儿童的生理

与心理状况。因此,医院需要定期组织培训工作,来提升护士的

专业技能与职业操守。(6)做好巡视。在巡视工作上,必须要保

证无缝隙。以往的巡视工作基本上是定时,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是存在空白区域的。可以采取轮流巡视的工作制度,保证其无缝

隙。一旦存在突发事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 

1.3观察指标 

(1)护理效果：即以面部表情疼痛测评方法了解患儿穿刺疼

痛,于穿刺5min后评估, 高10分, 低0分,疼痛严重时,测评分

值较高。 

(2)不良事故：整理统计发生静脉炎、针头滑脱、药液外渗

等不良事故情况,总发生率=(静脉炎+针头滑脱+药液外渗)例数

/总例数×100%。 

1.4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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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处理方法是22.0版本SPSS系统,(±s)方式详述计量

数据,(n%)方式详述计数数据,分别以t和X2完成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统计学研究意义存在的评定标准。 

2 结果 

2.1护理效果比较 

对照组穿刺疼痛评分明显高于研究组,差异突出P＜0.05。

如表1。 

表1 护理效果比较(x±s)

组别 例数 穿刺疼痛

对照组 54 2.09±0.71

研究组 54 1.58±0.62

t 3.9759

P 0.0001
 

2.2不良事故比较 

对照组不良事故情况较多,即总发生率高于研究组,差异突

出P＜0.05。如表2。 

表2 不良事件比较(n%)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针头滑脱 药液外渗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4 1(1.85) 4(7.41) 5(9.26) 10(18.52)

研究组 54 0(0.00) 1(1.85) 1(1.85) 2(3.70)

X² 6.0000

P 0.0143
 

3 讨论 

静脉输液不仅能够为患者提供身体所需的血容量,同时还

能使药液通过静脉循环可快速扩散到全身,发挥药效和控制病

情。儿科静脉输液既往多施予常规护理,该护理模式全面性低,

风险干预差,造成护理效果不是很理想。优质护理作为一种新型

护理模式,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作为核心,为患儿提供优

质、全面且系统的护理干预,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患儿处在舒适、

安全的环境中,以此预防和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但是在对小

儿进行输液治疗时,具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依从性

较低,很容易会引发风险事件。所以,为了保障输液治疗的安全

性,做好对患儿的护理工作极为重要。 

并且小儿患病后身体会出现不适感受,其年龄过于幼小,自

控能力不高,故而,在实施输液疗法过程中,较易产生哭闹事

件,对患儿家长的情绪状态有严重影响,从而增加了护患纠纷

事件发生率。优质、合理的护理措施有增加护理质量,促进和

谐护患关系作用,所以,应在小儿病患输液护理期间落实相关

护理方案。 

而优质护理服务与一般护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服务理念,前

者奉行以人为本,后者的重心在于疾病及各项医疗措施,运用于

小儿病患输液中时,优质护理服务有促进穿刺成功率作用,且患

儿的不良情绪改善后,配合性增加,一般护理则无法达到此效果,

且穿刺后的疼痛程度较明显；此外,一般护理法的巡查力度不高,

导致不良事故的预防工作有效性低下,优质护理服务实施后,护

理人员对患儿的巡查力度明显提升,能够及时察觉患儿体征异

常改变,对不良事故的发生有良好预防作用。 

分析研究数据发现,研究组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不良事故

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P＜0.05。证实优质护理服务

方案在小儿病患输液护理中有较高可行性与临床价值,分析原因

发现,该护理能够缓解患儿不良情绪,减少不良事故。因此为了保

障小儿患儿输液期间安全性,需要在输液护理期间落实优质护理

服务,从而降低患儿穿刺疼痛以及减少不良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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