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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对儿科门诊输液室患儿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张海燕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 

【摘  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对儿科门诊输液室患儿满意度所产生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我院儿科门诊输

液室输液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以此为

基础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对比两组一次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率以及患儿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一次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率以及

总体满意率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有显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儿科门诊输液室输液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能够提升穿刺

成功率，并提升患儿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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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科门诊中，患儿因年龄小在治疗的过程中对治护工作缺乏
配合，尤其是在输液室穿刺治疗时会产生较为强烈的抗拒意识，使
静脉穿刺增加了难度，不仅会造成患儿痛苦，而且还会使家长心生
抱怨，容易造成护患纠纷【1】，为了提升护理质量，提升患儿及其家
长的满意度，本次研究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我院儿科
门诊输液室输液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优质护理服务对
患儿满意度提升的效果进行研究，现做如下报道。 
1.一般资料以及主要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我院儿科门诊输液室输液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均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其中观察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1 个
月~5.1 岁，均龄（3.02±1.07）岁。对照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
龄 2 个月~5.2 岁，均龄（3.06±1.09）岁。两组于一般资料对比后
均未存在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可比。 
1.2 主要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服务，主要包括静脉注射时，观察患儿发
生的各种不良反应，依据患儿出现的不良反应调整输液速度。观察
组以此为基础实施优质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穿刺前优质护理 
护理人员在穿刺前应面带微笑，与患儿及患儿家长之间进行亲

切热情的交流，使患儿减轻陌生感与恐惧感，并将输液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告知于患儿及患儿家长，同时，还应与患儿及患儿家长建立
良好的护患关系，增强患儿及患儿家长的信任度，使护患纠纷及医
疗事件尽量减少。此外，在穿刺前还应该进行舒适护理，对输液室
的被褥和床单及时更换，保证输液环境卫生、整洁、安静，并需要
保证输液室阳光充足。 

（2）穿刺中优质护理 
护理人员在穿刺过程中应该与患儿之间维持情感，在穿刺过程

中要以可亲的态度对患儿进行沟通，并以哄逗、抚摸、鼓励等方式
对患儿出现的不良情绪进行安抚，同时还要将静脉输液过程中应该
注意的事项和相关知识告知于患儿家长，当患儿情绪得以平息后，
在选择合适位置、方向、角度以及速度实施静脉穿刺，当一次穿刺
失败后，应由穿刺技术高超的护理人员实施二次穿刺，若在此过程

中患儿出现躁动，应对患儿进行固定后再行穿刺，同时根据患儿及
患儿家长的意见确定是否行留置针，穿刺后还应对患儿多加观察，
并积极主动的协助患儿家长看护和护理。此外，在穿刺过程中可根
据患儿年龄选择穿刺部位，穿刺成功后可使用夹板、头套等对患儿
穿刺部位进行固定，但应保证其松紧合适。 

（3）输液过程中的优质护理 
由于儿科输液室人员流动性和变动性较大，且输液室属医院高

感染区域【2】，护理人员应该保证室内空气质量，定期对室内进行消
毒和通风，以免出现交叉感染。同时，还应该为患儿准备一些纸巾、
热水，为家长准备报纸等物品，以供输液期间使用。 
1.3 观察指标 

此次研究选择的观察指标为一次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率和患
儿满意度。其中，患儿满意度主要通过医院自制满意度调查表，可
通过患儿及患儿家长共同完成，满意度可分为十分满意、满意、一
般和不满意。总体满意率为十分满意与满意例数和除以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在数据统计方面使用的软件版本为 SPSS20.0，以（`x
±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当显性差异出现时，统计学意义较为突出，P＜0.05。 
2.结果
2.1 两组穿刺结果对比

如表 1 所示，观察组的一次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率均优于对
照组，两组有显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穿刺结果对比[n(%)] 
组别 n 一次穿刺成功 穿刺成功 穿刺失败 

观察组 
对照组 

X2

P 

50 
50 

41（82.00） 
29（58.00） 

16.7128 
＜0.05 

49（98.00） 
42（84.00） 

10.7814 
＜0.05 

1（2.00） 
8（16.00） 

10.8243 
＜0.05 

2.2 两组患儿满意度对比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更高，两组有显

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儿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体满意率 

观察组 
对照组 

X2

P 

50 
50 

28（56.00） 
17（34.00） 

21（42.00） 
23（46.00） 

1（2.00） 
8（16.00） 

0（0.00） 
2（4.00） 

49（98.00） 
40（80.00） 

10.7814 
＜0.05 

3.讨论
在儿科门诊输液室治疗的患儿，其年龄一般比较小，新环境适

应力较差，在输液室中容易发生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3】，且患儿
家长也会因患儿生病而产生一定的负面心理，若护理质量不佳，将
容易造成护患纠纷【4】。故应该在护理过程中采取优质护理服务，通
过优质护理服务能够减轻患儿及其家长而对心理负担，缓解患儿出
现的恐惧和焦虑感，并能够提升穿刺成功率，从而使患儿及其家长

能够加强配合，使治疗时间得以缩减，并减少治疗费用【5】，使患儿
及其家长的满意度得到提升，并减少护患纠纷和医院事件的出现。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通过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其总体满意率以
及一次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率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有显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优质护理服务可提升穿刺成功率，且
能够通过提升护理质量改善患儿的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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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儿科门诊输液室输液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能够

提升穿刺成功率，并提升患儿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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