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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干预对儿童静脉输液疼痛感知和依从性的影响

刘 蓉

泗阳康达医院儿科 江苏 宿迁 223700

【摘 要】：目的：观察在儿童静脉输液中 应用个 性化心理干预对其疼痛感知和依从 性的影响。 方法：特筛选 2020年
10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期间，在我院实施诊疗的儿童患者 55例纳入本次研究。 并以 掷骰子方式作 为 分组标准，
将其分成参照组（23例）和研究组（22例），给予 参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模式，给予 研究组患儿在此基础上 ，实施
个 性化心理干预模式。 观察两 组患儿的护理疗效，并进行比对和分析。 结果：以 患儿疼痛分级角度对比。 研究组 0级
与 Ⅰ级比率更高，分别为 （36.36%）和（40.91%），Ⅱ 级和Ⅲ 级比率更低，分别为 （18.18%）和（4.55%）；依从 性
和满意度对比，研究组比率更高（95.45%），满意度为 （95.45%）。 结论：在儿童静脉输液过程中 ，合理应用个 性化
心理干预的效果理想，能够为 患儿在减轻痛感的同时，让其对医护工作 更加配合，并使家长更为 满意。
【关键词】：个 性化心理干预；儿童静脉输液；疼痛感知；依从 性；满意度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s Pain Percep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Rong Liu

Siyang Kangda Hospital Pediatrics Jiangsu Suqian 2237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in perception and compliance in children
undergoing intravenous infusion. Methods: 55 child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1, 2020 to
September 30, 2021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Taking the dice rolling method as the grouping standar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23 cases) and the study group (22 cases). The childre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 on this basis.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pain grades of children were compared. In the study group, the ratio of
grade 0 and grade I was higher (36.36% and 40.91%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 of grade II and grade III was lower (18.18% and
4.5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study group had a higher rate (95.45%) and satisfaction
(95.4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children, the effect of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s ideal, which can reduce the pain for children, make them more cooperate with the medical work, and
make parents more satisfied.
Keywords: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children; Pain perception; Compliance; Satisfaction

在临 床治疗中 ，静脉输液的使用频率及应用范围较广，
也 是一 种基本治疗方法，儿科治疗中 也 较为 常见。 针对儿
科护理人 员而言，为 患儿实施静脉输液是一 项必备的、且
需要熟练掌握的基本技能。但有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 员
在为 患儿实施静脉输液的实际操作 中 ，容易受到外界或自
身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失误，以 至引起患儿家长不 满，
严 重还可能发生争 执。 究其原因，主 要是由于 儿童患者血
管较细不 容易操作 ，再加上 患儿年龄较小，对医院和治疗
有一 种天生的恐惧感，更是给穿刺工作 带来较大难度，因
此，在儿童输液过程中 ，如何消除其心理不 适，使其对医
护工作 更加配合，是护理工作 的首要任 务[1 ]。 有研究表明，
在儿童输液护理中 ，因为 年龄较小患儿的理解能力较差，
容易情绪化，且 对一 些 需求及感受无法正确表达，同时，
其对痛感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故而，合理应用个 性化心
理干预十分必要。 一 方面能够使患儿顺利接受治疗，另一

方面还能提升护理质量和工作 效率。本次研究主 要对个 性
化心理干预在儿童静脉输液中 对疼痛感知和依从 性的影
响实施探讨，详情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本次研究以 20 20 年 10 月 1 日-20 21 年 9月 30 日期

间，在我院进行诊疗的儿童患者 65例作 为 参与 对象。 以
掷骰子方式作 为 分组标准，将其分成参照组和研究组。参
照组 23例患儿中 包含男童 14例，女童 9例，年龄在 2.5
周岁以 上 ，5.5周岁以 下 ，平均为 （4.15± 1 .21）岁，患病
类型，呼吸系统 8例、胃肠道 9例，其他 6例；研究组
22例患儿中 包含男童 12例，女童 10 例，年龄在 2.5周岁
以 上 ，6.0 周岁以 下 ，平均为（4.24± 1 .33）岁，患病类型，
呼吸系统 7例、胃肠道 8例，其他 8例。

1 .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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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参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模式，包括环境、输液、
饮食及习 惯等多方面综合护理。给予 研究组在此基础上 实
施个 性化心理干预，具体如下 ：（1）环境改善：将输液
室环境从 传统状态改变为 适合幼儿心理的环境，如循环播
放幼儿感兴趣的视频、在墙壁表面贴上 卡通人 物的图片等。
鉴于 幼儿抵抗力较弱，还要注意输液室要定期杀菌消毒、
随时清理卫生，避免出现再次感染等情况。 （2）认知干
预：加强患儿与 家长对输液治疗的认知干预，如常识性知
识、需注意及容易发生的问题等，包括漏液、脱针、回血
等，使其更为 配合，并对不 良事 件 提高警惕性[2]。 大部分
患儿对输液治疗都有恐惧或抗拒心理，因此，穿刺前护理
人 员应先予 以 心理抚慰。并在家长的配合下 ，轻触患儿的
小手、小脚，消除其不 良心理并增加其信任 感，以 免在输
液期间出现哭闹、烦躁等情绪化反应。针对个 别对输液治
疗产 生严 重抵触行为 的患儿，要以 温柔的态度为 其耐心讲
解输液的益处，尽量应用儿童易接受的语言和动作 ，使其
逐渐消除抗拒心理，对医护工作 更加配合[3]。 （3）加强巡
视：护理人 员要随时关注输液室情况并增加巡视次数，若
发现有脱针或漏液等异常情况，需马上 进行相关处理。还
要告知家长密切关注患儿输液期间的身体变化，一 旦发现
情况不 对，立即通知医护人 员。 （4）情感干预：以 患儿
病情、身体及心理等实际情况为 依据，为 其做好针对性干
预方案。平时多与 患儿进行语言、肢体动作 等方面的沟通，
以 促进患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对输液治疗的认知度，以
提高其依从 性[4]。 当患儿在输液期间有进步表现时，应通
过语言、动作 或小红花等方式对其进行表扬，使其感受到
配合治疗的益处。针对理解与 表达能力较强且 配合度较高
的患儿，可在其配合治疗的同时，对其实施适当的表扬与
鼓励；针对紧张心理较为 严 重且 配合度较差的患儿，护理
人 员在交 流中 要注意语言和态度的把握，增加患儿信任 度
及安全感，旨在使患儿更加配合医护工作 。 （5）转移注
意力：在穿刺过程中 ，可为 患儿讲一 些 感兴趣的话题以 转
移其注意力。 穿刺完成，应第一 时间为 患儿点赞，以 满足
其心理需求，以 便后续治疗的配合度更高[5]。 输液中 ，在
为 其播放感兴趣视频的同时，也 要不 时给予 表扬和鼓励，
以 增加患儿的耐心，使其顺利完成输液治疗。

1.3观察指标
评定两 组患儿的疼痛程度：以 FL A CC 量表作 为 标准，

共分 4个 级别，级别越高，代 表患儿疼痛感越强。
评定两 组患儿对医护工作 的依从 性：良好：静脉输液

期间，患儿未表现出哭闹、反抗行为 ，且 非常积极配合护
士穿刺，输液过程顺利。 一 般：静脉输液期间，患儿虽然
也 很恐惧，但通过护士及家长的鼓励说服后，能够配合穿
刺，输液过程顺利。 较差：静脉输液期间，患儿抵触情绪
较大，哭闹、反抗动作 较为 明显，只能在护士与 家长的共
同干预下 ，才勉强得以 顺利穿刺。

统计两 组患儿家长满意度，分为 非常满意、基本满意

和不 满意三 个 级别，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总例数* 1 0 0 % 。

1 .4统计学方法
将本次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汇总后，运用SPSS23.0

软件 对数据予 以 分析，计量资料用（x± 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示，行χ 2检验。 以 P
＜0 .0 5表示本次研究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对比两 组患儿疼痛感知情况
不 同护理模式干预下 ，研究组患儿 0 级与 Ⅰ级疼痛比

率更高，分别为 36.36%（8例）和 40 .91%（9例）Ⅱ 级
与 Ⅲ 级比率更低，分别为 18.18%（4例）和 4.55%（1 例），
（P＜0 .0 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 组患儿疼痛感知情况[例（%）]

组别
例

数
0 级 Ⅰ级 Ⅱ 级 Ⅲ 级

参照

组
23 2（8.69） 3（13.0 4） 12（52.17） 6（26.0 9）

研究

组
22 8（36.36） 9（40 .91） 4（18.18） 1（4.55）

χ 2值 4.980 4.464 5.670 3.972

P值 0 .0 25 0 .0 34 0 .0 17 0 .0 46

2.2对比两 组患儿对医护工作 的依从 性
参照组患儿的依从 性为 73.91%（17例），研究组的

依从 性为 95.45%（21 例），两 组相比，研究组患儿依从
性更高，（P＜0 .0 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两 组患儿对医护工作 的依从 性[例（%）]
组别 例数 良好 一 般 较差 依从 性

参照

组
23

7

（30 .43）

10

（43.48）

6

（26.0 9）

17

（73.91）

研究

组
22

14

（63.64）

7

（31.82）

1

（4.55）

21

（95.45）

χ 2值 - - - 3.972

P值 - - - 0 .0 46

2.3对比两 组患儿输液期间的家长满意度
参照组家长满意度为 69.57% （16 例），研究组为

95.45%（21 例），两 组相比，研究组获得家长的满意度
更高，（P＜0 .0 5），详见表 3。

表 3 对比两 组患儿家长满意度[例（%）]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
意

不 满意 总满意度

参
照
组

23 8（34.78） 8（34.78） 7（30 .43） 16（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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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组

22 15（68.18） 6（27.27） 1（4.55） 21（95.45）

χ 2

值
- - - 5.156

P值 - - - 0 .0 23

3 讨论

由于 儿童群体身体各方面都未能发育完全，且 心理承
受能力较弱，尚无法调节自身情绪。尤其是面对疾病和输
液治疗时，其抵触、恐惧等心理状态更为 强烈，因此大多
数幼儿在医院接受诊疗时，都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抗拒心理
或行为 ，不 仅 给医护工作 带来一 定困难，也 给患儿心理带
来程度不 一 的伤害。 有研究表明，在患儿进行输液治疗期
间，给予 其适当的心理抚慰，能够为 其缓解对治疗的恐惧
感，使其对医护工作 更加配合，还能在某些 程度上 减轻静
脉输液过程中 的疼痛感，所以 个 性化心理干预十分必要[6]。
此干预模式主 要遵循心理学理论，为 患儿展开系统性的心
理干预，为 其缓解恐惧及疼痛的同时，增加其对医护工作
的依从 性，从 而促使护理质量与 治疗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首先，护理人 员需为 患儿提供具有儿童特点的环境，以 此
减轻其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 并加强输液室的日常清洁、
杀菌消毒等工作 ，避免患儿出现再次病菌感染情况。其次，
要与 患儿和家长多就静脉输液的常识性问题及注意事 项
进行交 流，告知家长要重点关注不 良事 件 ，并及时与 医护
人 员沟通，做好防范工作 。 护理人 员还要注意与 患儿建立
良好关系，增加其信任 度，尤其是面对情绪较为 激动的患
儿，更要努力消除其抵触心理，以 促进输液治疗的顺利进
行。 同时，护理人 员还要增加对输液室的关注度，并叮嘱
家长一 旦出现漏液、脱针等异常情况，应马上 与 护士沟通。
最后，护理人 员除了 要尽力消除患儿对环境及治疗的恐惧
感外，还努力提高其对输液治疗的认知。并在患儿表现良
好时，适时给予 表扬和鼓励[7]。 当面对抵触心理较强的患
儿更要增加沟通频率，还要注意态度及语言的掌握，使其
不 再抗拒静脉输液。 静脉穿刺时，还可以 与 患儿讲一 些 具
有幼儿特点的笑话或话题，已转移其注意力，输液过程中 ，
如有必要还要为 其播放动画片，以 确保其坚持到输液完成
[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为 研究组实施个 性化护理干预后，
其疼痛感明显逐渐缓解：0 级与 Ⅰ级疼痛比率更高，分别
为 36.36%（8例）和 40 .91%（9例）Ⅱ 级与 Ⅲ 级比率更
低，分别为 18.18%（4例）和 4.55%（1 例），而常规组
0 级与 Ⅰ级比率分别为 8.69%（2例）和 13.0 4%（3例），
Ⅱ 级与 Ⅲ 级比率分别为 ：52.17%（12例）和 26.0 9%（6
例）。 研究组依从 性明显高于 常规组（95.45% >73.91%），
且 不 易发生 不 良 事 件 ，获得家长的满意度更高
（95.45% >69.67%）。 这一 结果充分说明了 个 性化护理干
预对儿童静脉输液的重要性。

综上 所述，在儿童静脉输液中 应用个 性化心理干预，
不 仅 能为 患儿缓解疼痛，提高其依从 性，还能使治疗效果
得到提升，值得在今 后治疗中 放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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