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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循证护理在儿科护理中的作用研究

崔 烨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 要：目的：关于 循证护理在儿科护理中 的作 用研究。 方法：实验于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1月期间选择 320例前
来我院儿科就诊的患儿进行调研，前来我院就诊患儿除针对性治疗外，还应搭配护理干预。 按照护理举 措将其分为 2
个 小组，每组均纳入 160例患儿。 按照护理方式进行命名，分别命名为 常规组、研究组。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研究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 循证护理。 总结与 探究 2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 结果：研究组手背静脉穿
刺时间与 常规组手背静脉穿刺时间相比较短，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常规组护理配合评分结果低于 研究组
护理配合评分结果，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结论：循证护理在儿科护理中 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 床
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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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ol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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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ol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320 children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pediatric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o targeted treatm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should also be combined with children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asur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with 160 children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nursing, they we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study group.
The nursing program used by the routine group was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program us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was evidence-based nursing.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nursing programs. Results: The puncture time
of dorsal hand vei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score of nursing coordin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is
excellent, this program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 Evidence-based nursing; Pediatrics

儿科是我院重要科室，此科室与 其他 科室不 相同，儿
科所收治的病人 为 患儿，患儿年龄较低，而且 处于 生长发
育期间，对于 事 物理解能力较差，对于 陌生地方存在抵触
感、陌生感，加之 患儿理解能力差，对于 医生、医院本身
就存在抵触感，导致其在日常治疗中 会出现哭闹、打闹等
情况，给临 床治疗增加难度。 基于 上 述情况，我科室在患
儿治疗期间，除针对性治疗外，还配合了 护理干预，通常
情况下 ，临 床常用护理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
案虽然有效，但实施效果不 太理想。 为 了 提高护理质量，
我科室选择了 循证护理。为 了 总结与 探究 2种护理方案实
施效果，于 20 21 年 1 月至 20 22年 1 月期间选择 320 例前
来我院儿科就诊的患儿进行调研，具体实施情况、结果分
析，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实验于 20 21 年 1 月至20 22年 1 月期间选择320 例前

来我院儿科就诊的患儿进行调研，前来我院就诊患儿除针
对性治疗外，还应搭配护理干预。 按照护理举 措将其分为
2个 小组，每组均纳入 160 例患儿。 按照护理方式进行命
名，分别命名为 常规组、研究组。 常规组（160 ）例患儿
中 ，男者：80 例、女者：80 例，年龄在 1 岁至 9岁之 间，
中 位年龄为 5.0 5岁。 研究组（160 ）例患儿中 ，男者：81
例、女者：79例，年龄在 1.5岁至 9岁之 间，中 位年龄为
5.0 8岁。 本次实验均在患儿家属知情且 同意情况下 进行，
所有患儿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 5）。
最后，实验须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实验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具体如下 ：

日常护理中 ，护理人 员指导患儿用药，同时疏导患儿不 良
情绪反应，使患儿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配合治疗。

研究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 循证护理，具体如下 ：（1）
组建护理小组：小组成员为 我科室重点培养的护理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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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入组后均接收与 循证护理有关的常识，培训后对
护理人 员实施考核，考核合格方可上 岗对病人 实施护理。
（2）循证查找问题：我科室采用查阅资料、头脑风暴等
方式收集数据，护理人 员总结日常护理中 存在的问题，证
实儿科护理过程中 存在以 下 问题，① 患儿年龄小、语言沟
通差，进而导致儿童不 配合护理；② 患儿家属不 理解工作 ，
不 配合护理举 动。 （3）循证护理：护理人 员通过翻阅维
普资源库、万 方资源库、知网资源库查找与 问题有关的资
料，并以 讨论方式制定解决方案，并严 格按照方案对患儿
实施护理。 ① 首先，患儿特征表现与 患儿在家庭中 的主 要
性质，导致儿科护理服务中 存在高风险特征，另外在小儿
护理中 ，护理人 员与 患儿沟通存在难度，加之 患儿家属情
绪不 稳定，在一 定程度上 也 增加了 儿科护理难度，对于 此
问题护理人 员在日常护理中 处处体现出细节护理，每一 位
小组护理成员，在日常护理中 都应关注护理中 的细节问题，
防止在日常工作 中 出现了 疏漏。 ② 护理举 措完善，强化细
节护理：在日常护理基础上 ，护理人 员应主 动与 患儿、患
儿家属沟通，首先护理人 员要以 和蔼的态度、干练简洁的
语言询问患儿、患儿家属护理需求，同时询问其是否需要
帮助，尽最大可能对其实施帮助，从 而降低因误会、沟通
不 顺利而导致其出现的护理难题。 ③ 调整护理状态，以 最
佳状态对患儿以 及患儿家属实施人 文关怀，儿童护理对象
为 患儿，在日常护理中 应将患儿作 为 护理中 心，处处体现
出以 患儿为 中 心的理念，在有创性护理操作 时动作 要温柔，
不 要粗暴，对于 面对护理操作 抵抗患儿，要温柔耐心的与
患儿沟通或逗弄患儿。 ④ 更新服务理念，日常护理中 ，护
理人 员在细节处体现出对于 患儿的关心与 爱护，将患儿当
作 自家的宝宝，尽全力的照顾，同时使用安慰性语言与 患
儿家属沟通“ 你的宝宝就是我的宝宝，我一 定会尽全力照
顾”。在每日早晨的看护中 ，先问候家属以 及患儿，如“ 睡
的怎么 样？”“ 宝宝退烧了 吗？”在每一 项操作 前给予 患
儿鼓励，如宝宝真勇敢。 如对患儿予 以 穿插操作 失败后，
则禁忌说血管过细，孩子不 配合等用词。

1.3评价 标准
本次实验将对比护理结果。（1）护理满意评分结果：

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价 ，总得分值越高证明患儿家属对于
本次护理越为 满意。 （2）护理配合程度：护理人 员对每
一 位患儿进行打分，统计总分值与 平均分值，得分越高证
明患儿配合程度越高。 （3）手背静脉穿刺时间。

1.4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进行讨论，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处理数

据，正态计量数据用“ M ean ± SD”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
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0 .0 5 为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n = 160 例患儿，向患儿家属发放与 回收 160
份 有效问卷，经统计结果证实，患儿家属满意本次护理，
给予 80 .16± 1 .35护理满意评分；研究组：n = 160 例患儿，
向患儿家属发放与 回收 160 份 有效问卷，经统计结果证实，
患儿家属十分满意本次护理，给予 90 .15± 1 .21 护理满意
评分，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与 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
果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 0 .0 5）。

2.2常规组、研究组护理配合评分对照
常规组：n = 160 例患儿，经统计患儿能够配合本次护

理，护理配合程度评分结果为 80 .15± 1 .21 分；研究组：
n = 160 例患儿，经统计患儿能够配合本次护理，护理配合
程度评分结果为 90 .21± 1 .19分，常规组护理配合评分结
果低于 研究组护理配合评分结果，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
（P< 0 .0 5）。

2.3常规组、研究组手背静脉穿刺时间对照
常规组：n = 160 例患儿，手背静脉穿刺时间为 9.42±

2.66(s)；研究组：n = 160 例患儿，手背静脉穿刺时间为 6.12
± 1 .21(s)；研究组手背静脉穿刺时间与 常规组手背静脉穿
刺时间相比较短，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 0 .0 5）。

3 讨论

儿科是我院重要科室，此科室所收治患儿年龄特殊，
患儿年龄小，不 容易沟通，在治疗期间容易发生不 配合等
情况，为 此在治疗期间要搭配护理干预。 通常情况下 ，临
床常用护理干预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干预方案
虽然有效，但实施效果不 太理想。 为 了 提高护理质量，我
科室采用了 循证护理。 循证护理属于 新型护理方案，这种
护理方案在应用期间，不 仅 能够弥补传统常规护理过程中
的不 足之 处，还能够保留其优势。 循证护理方案是指护理
人 员采用调查、查找方式找寻在日常护理中 的问题，在以
制定解决方案的途径，改善与 提高护理质量，获取到患儿
家属的认可、患儿的配合。 循证护理中 ，通过组建护理小
组，可提高护理质量，护理人 员责任 心。再通过查找问题，
可找寻到日常护理工作 中 的不 足之 处，再制定解决方案可
细化护理，从 而提高护理质量。 最后以 完善、更新护理理
念对患儿、患儿家属实施护理，从 而达到提高护理满意评
分结果的目的。

综上 所述，循证护理在儿科护理中 实施效果优异，此
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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