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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干预对小儿输液护理效果 

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探讨 

吴寿美 

江苏省淮安市肿瘤医院  江苏淮安  223200 

【摘  要】目的：分析给输液患儿采用临床护理干预的具体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22 年 2 月-2022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输液患儿 40 例作为分析对象，并

以随机单盲法将其平均分为 2 组，即常规组与分析组，每组 20 例。常规组提供基础护理，分析组提供临床护理干预，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经比较两组的

实验结果，相较于常规组，分析组的护理满意度更高，不良事件发生率、输液残留率及疼痛评分更低不良事件发生率、输液残留率及疼痛评，组间对比有显著差

异性（P＜0.05）。结论：将临床护理干预运用于输液患儿中，不但能够减少不良事件的出现，降低输液残留率，还能够减轻患儿的疼痛程度，提高家属的满意程

度，有助于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临床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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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人文关怀理念被广泛运用于临床上，临床护理已从以往的

将“疾病”为核心，转变至将“患者”为核心，更加注重患者的需求和

价值，并将其当做重点护理内容，对于所有患者，从入院接受诊治及用

药，到出院回归家庭，建立临床护理方案[1]，护理服务涵盖了患者住院过

程中的所有环节，以此可以更好的确保临床护理效果。因为患儿的年纪

较小，身体素质不佳，心理素质较差，所以输液治疗有一定的难度，要

求护理人员掌握丰富的操作经验及熟练的穿刺技术，以此给患儿提供高

质高效的护理服务。本实验回顾性分析我院近两年收治的输液患儿的病

历资料，分析临床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以期给临床研究提供帮助，现

将具体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和实验方法 

1.1 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2 年 2 月-2022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输液患儿 40 例作

为分析对象，并以随机单盲法将其平均分为 2 组，即常规组与分析组，

每组 20 例。分析组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 6-8 岁，平均（7.7±9.4）

岁，病程 1-3 天，平均（2.8±6.9）天；常规组男 11 例、女 9 例，年龄

7-9 岁，平均（8.3±1.5）岁；病程 2-4 天，平均（3.1±0.7）天。对比两

组患儿的一般资料，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组标准：

（1）实验入选患儿均是首次接受治疗，没有其他不良症状；（2）患儿家

属知晓实验内容并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3）病历资料完整。排除极度

不配合或半途退出实验者。本次实验已通过我院医学道德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认证。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儿科一般护理措施，开始输液之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给所需使用器械进行严格且充分的消毒，安抚好患儿的情绪，给家属介

绍输液相关知识，包括观察液体流动、控制好拔针时间、及时处理紧急

状况，输液结束后，帮助护理人员使用绷带固定患儿穿刺位置，注意查

看其针头，防止引起感染。 

分析组采用临床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护理方案制定。所有患

儿入院之后，护理人员应和患儿与家长进行积极交流，充分掌握患儿的

疾病状况，根据患儿需求和临床实际状况，建立个体化的临床护理方案，

同时根据主治医师的建议和意见，建立路径表，从而在开展护理工作的

时候，能够及时有效的改进、调整当中产生的问题。（2）输液前护理，

护理人员应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进行病房访视，这一过程中查阅患儿病

历并详细记录其病情，针对各类疾病和患儿与家属展开针对性沟通；详

细检查好输液器，保证没有任何问题后才能够使用，穿刺期间指导患者

采取舒适输液体位，穿刺技术应熟练，尽最大可能减轻疼痛。若患儿年

龄小于 1 周岁，可以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完成快速针刺[2]；（3）环境护

理，输液之间和期间应给患儿提供一个舒适、良好的环境，控制室内温

度于 22-25℃左右，湿度为 50%-60%，将输液体放在 40℃的恒温环境中
[3]，给患儿做好保暖措施；（4）心理干预，护理人员应通过和蔼、亲切的

语气态度，和患儿与家属进行耐心的交流沟通，详细介绍输液的流程、

重要作用和注意事项，及时消除患儿的焦虑、恐惧、紧张等不良情绪，

使其以积极放松的心态接受治疗；输液过程中应提前给家属交代好可能

会发生的特殊状况，防止碰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做到稳定有序的处理，从

而确保输液治疗的顺利进行。照护患儿的家属也应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及

医师，开展好对患儿的各种心理疏导工作；输液结束后，护理人员可夸

奖、表扬患儿，给后续输液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帮助患儿与家属树立

治愈疾病的信心；（5）输液期间，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针头是否有漏液、

脱落等情况，以便尽早发现不良事件，防止损坏局部组织；拨出枕头后，

需第一时间用干棉球按压针眼，等针头没有压力之后将管腔退出；拨出

针头之后，应按压几分钟针刺点，防止造成出血[4]。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度 

通过本院自拟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两组患儿家属的满意程

度，包括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 3 个指标，总分 120，非常满意为

90-120 分，基本满意为 60-89 分，不满意为≤59 分。护理满意度=（非

常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 

1.3.2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由责任护士统计并对比两组出现反复穿刺、跑针以及漏液的情况，

并计算不良事件发生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反复穿刺+跑针+漏液）/总例

数*100%。 

1.3.3 输液残留率及疼痛情况 

记录分析两组的输液残留率，并通过 Woog-hakre 笑脸评级法对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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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疼痛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分值为 0-10 分，分数越高表示疼痛越剧烈。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1.00 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表

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x2 检验，当 P＜0.05 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通过对比两组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分析组显著高于常规组

（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分析组 20 9 11 0 100% 

常规组 20 2 13 5 75% 

X2 / / / / 5.714 

P / / / / 0.017 

2.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据医护人员分析对比结果显示，分析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

常规组（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n 反复穿刺 跑针 漏液 发生率（%） 

分析组 20 1 0 0 5% 

常规组 20 4 1 2 35% 

X2 / / / / 5.625 

P / / / / 0.018 

2.3 两组输液残留率及疼痛情况对比 

相较于常规组，分析组的输液残留率和疼痛评分均呈更低显示（P＜

0.05），详情见表 3： 

表 3  两组输液残留率及疼痛情况的比较[n（ sx  ）] 

组别 n 输液残余量（ml） 疼痛评分（分） 

分析组 20 9.3±1.32 2.25±0.41 

常规组 20 16.4±4.71 5.80±0.59 

t / 6.491 22.097 

P / 0.000 0.000 

3 讨论 

因为儿童年纪较小、认知程度不高、身心发育不完善，极易认生，

并且非常好动，加之患儿机体各项功能发育还不健全，血管较细难以迅

速观察到，大大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因此，对小儿的输液穿刺

就成为了对护理人员操作技术和临床经验的最大考验。因为临床中对小

儿输液的穿刺一次成功概率并不高，造成家属对护理人员和相关工作的

满意程度较低。所以，在输液过程中使患儿保持情绪稳定，使其可以积

极主动的配合护理人员的各项操作具有至关重要的的意义。但有时候在

输液结束后太早拔针，造成患儿摄入的药量比需要接收的药量要少，这

样不但是对药物的浪费，还会导致因为药物摄入不足使患儿病情迁延不

愈，增加了患儿及家属的身心痛苦，对此，本院针对这类情况开展了大

量分析研究，最后发现采用临床护理干预能够积极有效的改善上述问题，

确保输液治疗的顺利完成。 

临床护理路径这种全新的护理模式近几年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运

用，其和常规护理措施有所区别，可以针对不同患者的表现、病情和需

求等，建立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案，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实施护理服务，

更好的确保护理服务的合理性、连续性及有效性，以此促使护理质量及

患者满意度的进一步提升[5]。 

儿童处于比较特殊的生理时期，血管浅、细，穿刺操作难度大，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不佳，易对陌生的人及环境产生抗拒心理，输液过程中

好动，拔针之后极易感染，心理方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相对敏感，容易

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从而对输液效果产生较大影响。给

患儿输液之前，经过心理护理的实施，消除或是缓解患儿的不良情绪，

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参与学习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操作技术能力，进一

步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6]。临床护理干预的实施不但切实减轻了患儿的痛

苦，还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输液期间，护

理人员应按时巡视患儿，若发现不良反应，需第一时间告知医师并协助

处理，在巡视期间内可加强与患者的交流互动，使其对输液和病痛的注

意力被分散，降低其在输液期间的枯燥感及不适感[7]。输液结束之后，最

重要的护理任务就是告知家长严密观察患儿的穿刺血管，做好保护工作，

避免皮下出血出现。本次实验中对比两组患儿分别接受儿科一般护理和

临床护理路径的具体效果，结果显示，与常规组相比，分析组的护理满

意度更高，不良事件发生率、输液残留率及疼痛程度更低，这和临床其

他实验结果基本一致[8-9]，表明临床护理路径干预的实施对预防并发症、

减少输液残留量、减轻疼痛、提高护理满意度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

临床应用效果确切。 

综上所述，对于输液患儿，基于临床护理路径进行干预的效果确切，

可切实减轻疼痛程度，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及输液残留量，使患儿和家

属对护理人员的服务更加满意，可最大程度确保临床治疗与护理质量，

推荐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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