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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临床诸多科室护理工作而言，儿科临床护理难度相对较大，

且风险较高，护理质量的提升也相对较为困难，为了进一步提高

护理工作成效和护理质量，要首先明确常见护理工作中不安全因

素，进而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护理策略，优化护理工作质量。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儿科护理不良事件的出现与患儿自身年龄

较小、自主意识较差有着密切联系，除此之外护理过程中也存在

着较多不安全因素，这些不安全因素与儿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有

着密切联系。要对临床儿科护理常见不安全因素充分重视，结合

实际情况采取护理对策，优化护理成效，规避常见安全风险与质

量风险。本次研究就儿科护理中风险因素和护理对策进行分析和

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受试者均在本院儿科所收治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的患儿中

选取，共计 40 例，患儿年龄最小为 2.5 岁，最大为 9 岁，平均

（4.31±1.25）岁，罹患疾病包括支气管炎、喉炎、支气管哮喘等，

均发生了不同程度护理风险事件。

1.2 方法

针对所有受试者的相关病例进行分析，并对最终分析结果进

行一定统计，并将所有的风险事件出现的不安全因素进行划分和

分别，如患儿因哭闹、挣扎等情况所致临床治疗措施出现问题，造

成不良事件，即为患儿因素。如因为沟通宣教不到位所致临床护

理问题出现，则列为护患沟通因素。如因不规范操作所致护理不

良事件，则为护理人员因素。如患儿因床档等不够牢固所致坠床

等问题，则为基础设施因素，不满足以上因素所致风险事件即为

其他。对相关不安全因素等情况进行收集，进而对相关划分结果

进行对比，并分析有关护理对策及护理质量优化措施。

1.3 观察指标

将所有受试者的不安全因素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患儿因素、

护患沟通因素、护理人员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以及其他。

1.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利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不

安全因素所致护理不良事件情况利用 % 表示。采用 t 和 x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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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于临床相关病例及患儿的临床护理观察，对常见不安全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根据相关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护理

对策与护理策略，从而提升临床儿科护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优化护理工作综合质量和成效。方法在本院儿科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所有收

治的儿科患儿中，抽取40例出现不良事件的患儿作为研究群体，对所有患儿临床病例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不安全因素进行分类和归纳，从而通

过相关病例出现不良事件的原因及因素，采取针对性的临床护理措施，优化护理工作最终效果，以规避日后儿科护理工作中出现不良事件或不安

全因素的情况。结果通过最终数据结果对比与分析则可以较为明显的发现相关问题所在，临床主要不安全因素为患儿自身因素、护患沟通因素、

护理人员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几个部分，且以患儿自身因素所造成护理不良事件的情况最多（P＜0.05），证明临床相关问题及不良事件出现与

患儿自身特点有着密切联系，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和对策，有效对护理安全和护理质量进行优化。结论在临床儿科护理的过程中，不安全

因素相对较多，以患儿自身不安全因素所导致的护理不良事件为最多，因此临床护理过程中需要针对这样的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护理工作

人员的能力及护理质量、护理风险意识，优化护理工作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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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 ＜ 0.05 时，表示差异较为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最终数据结果则可以较为突出发现，因为患儿因素所导

致的护理不良事件相对更多一些（P＜0.05），证明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主要不安全因素即患儿所致因素。

3  结论

临床儿科护理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安全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具

体包括但不限于患儿自身因素、护患沟通因素、护理人员因素和

基础设施因素几方面，直接影响临床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患儿

因素主要是因为患儿年纪相对较小，对治疗与护理措施的配合能

力相对较差，且自控能力相对较差，对陌生环境应激反应相对较

为剧烈，这样的情况进一步促使相关护理活动面临较大实际性问

题，无法进行积极有效提高，如不加以有效解决，采取针对性措

施，不良事件出现会对患儿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影响。除了患儿因

素之外，父母与家属因素也相对较大，因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受

限，父母惊慌失措等一系列影响，导致父母无法有效配合护理工

作人员进行治疗，从而产生较大问题。护患沟通因素也是儿科护

理过程中主要不安全因素，由于健康宣教不足或缺乏健康宣教，

对于患儿与家长没有充分进行沟通，没有取得良好的配合，明确

临床护理与治疗主要需要患儿与家属配合的部分，从而很容易导

致护理不良事件发生。而护理人员因素则主要包括了护理操作规

范性等方面问题，如缺乏应有的严谨性和规范性，整体效果就会

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出现问题和不足。基础设施问题则主要涵盖

了病室环境等方面情况，各类设施是否完好，也会对风险事件的

发生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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