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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奖励”作心理干预对学龄前儿童配合静脉穿刺

的效果观察 

张  弦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遵义  563000 

【摘  要】目的：探讨并分析应用“奖励”作心理干预对学龄前儿童配合静脉穿刺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于 2023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选取我院 60

例接受输液治疗的学龄前儿童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患儿均在静脉穿刺的基础上应用“奖励”作心理干预，并与 2023 年 1 月至 7 月间未进行心理干预的 60 例患

儿相关资料进行回顾性对比，对其依从性、穿刺成功率以及患儿家长的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干预后，患儿的依从性、穿刺成功率、患儿家长的满意度均较高

（P＜0.05）。结论：对学龄前期儿童静脉穿刺配合中，应用“奖励”作心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患儿的依从性，进而保证穿刺成功率，其临床借鉴及推广应用价

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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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是目前临床中用于疾病治疗的常见给药途径，通过静脉将

治疗药物输入人体循环系统，再经过血液循环直达机体各器官和组织，

药物起效快、疗效优，能够快速达到治疗的目的[1]。但是在儿科治疗中，

却存在一定难度，主要是由于患儿的血管纤细，并且大部分患儿均为学

龄前期儿童，自主配合能力较差[2]。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增加了静脉穿

刺的难度，进而导致静脉穿刺失败，不仅会耽误患儿的治疗时间，同时

也会降低临床工作效率[3]。所以，在学龄前儿童配合静脉穿刺中，对其采

取必要的护理干预是十分关键性的一项内容，目的是提高患儿的配合度

和依从性，顺利完成穿刺及输液治疗[4]。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应用“奖

励”作心理干预的临床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选取 60 例接受住院治疗

的学龄前期儿童，作为研究对象，60 例患儿中，男 32 例，女 28 例，年

龄区间为 3-6 岁，均值为（4.16±0.57）岁，病程为 2-10d，均值为（2.79

±1.05）d。回顾性分析 2023 年 1 月至 7 月间未进行心理干预 60 例患儿

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0 例，女 30 例，年龄区间为 3-6 岁，均值为（4.23

±0.51）岁，病程为 3-11d，均值为（2.83±1.02）d。纳入标准：（1）患

儿均需要符合静脉输液治疗的标准和指征；（2）患儿均为学龄前儿童，

且临床病历资料完整、详细；（3）患儿意识清晰，且能够进行简单的语

言沟通；（4）患儿家长对本次研究中所应用的护理方案均充分了解，且

自愿参与。排除标准：（1）存在肝脏、肾脏、心脏等重要器官损伤或者

异常障碍的患儿；（2）存在精神疾病或者视听障碍的患儿；（3）穿刺部

位存在皮肤破损的患儿；（4）研究中途退出或者无法有效配合临床医疗

工作的患儿。 

1.2 方法 

所有患儿均在静脉穿刺的基础上应用“奖励”作心理干预，（1）静

脉穿刺前准备：首先为患儿提供一个整洁、舒适的输液环境，在面对患

儿时，护理人员需要保持轻柔的语气和态度，可以通过演示以及易于理

解的语言，向患儿简单讲述静脉穿刺的方法，同时拿出小玩具、棒棒糖、

贴画等一些物品作为奖励，让患儿意识到只要乖乖配合，顺利完成穿刺，

就能够得到奖励。在穿刺前，需要严格核对患儿的床号、姓名、病案号、

年龄、病情等基本信息。（2）穿刺护理：①护理人员需要应用娴熟的穿

刺技术，尽量保证一次性穿刺成功，在穿刺前，需要确定好穿刺部位，

穿刺时，要做到稳、准、快，尽量减少患儿的痛苦，与患儿保持良好且

融洽的关系。②在穿刺过程中，可以通过听儿歌、讲故事等方式，分散

患儿的注意力，并通过语言不断去激励患儿，告知患儿如果好好表现，

可以在穿刺完成后对其发放贴画或者小玩具等进行奖励。（3）输液中护

理：由于该年龄段的患儿对周围事物都比较好奇和感兴趣，并且活泼好

动，在输液过程中，无法安静的等待输液完成。此时，护理人员需要对

其加强巡视，在观察患儿输液情况及反应的同时，与患儿进行简单的交

流，询问患儿的感受，对于特别好动、多动、哭闹的患儿，可以为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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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活动输液架，让患儿观看动画片等情况下顺利完成输液，对于不乱动，

不哭闹且表现出勇敢的患儿给予鼓励和表扬。（4）输液后护理：在输液

完成后，护理人员需要在与患儿的沟通中，将胶布分离，并迅速拔针，

与此同时，需要轻柔的按压针眼位置，随后让患儿家长继续对其按压，

留置针的患儿正确封管并妥善固定，并确定患儿没有出现不良反应后，

才可允许离开。同时，需要兑现对患儿的承诺，对于一些配合度高及表

现好的患儿，可让其自由挑选奖励物品，并给予高度赞扬。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依从性：其中，能够积极配合静脉穿刺，无哭闹表现，代表完全依

从；存在明显害怕表现，并出现一定的哭闹表现，但是在劝说和干预后，

护理人员和家长对其辅助，患儿能够顺利进行静脉穿刺，代表部分依从；

存在明显哭闹情况、逃离、拒绝静脉穿刺，代表不依从。总依从性=（完

全依从例数＋部分依从例数）/总例数×100.00%。 

静脉穿刺成功率：静脉穿刺成功的患儿例数/总例数×100%。 

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通过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5]进行评估，非常

满意（85～100 分）、一般满意（60～84 分）、不满意（＜60 分）。总满意

度=（非常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00%。 

1.4 统计学处理 

通过 SPSS21.0 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对计数资料实施卡方检验，其

结果以百分比（n%）形式进行表示，将 P＜0.05 作为组间差异存在的判

定标准。 

2 结果 

2.1 依从性对比 

干预后患儿的依从性较高，（P＜0.05）。详见表 1. 

表 1  依从性对比（%） 

时间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干预前（n=60） 24 26 10 83.33（50/60）

干预后（n=60） 39 21 0 100.00（60/60）

 2x     10.9091 

P    0.0009 

2.2 静脉穿刺成功率对比 

干预后患儿的穿刺成功率较高，（P＜0.05）。详见表 2. 

2.3 患儿家长的满意度对比 

干预后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较高，（P＜0.05）。详见表 3. 

表 2  静脉穿刺成功率对比（%） 

时间 穿刺成功 穿刺失败 穿刺成功率 

干预前（n=60） 52 8 86.67（52/60） 

干预后（n=60） 60 0 100.00（60/60） 

 2x     

P    

表 3  患儿家长满意度分析对比（%） 

时间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干预前（n=60） 28 26 6 90.00（54/60）

干预后（n=60） 40 20 0 100.00（60/60）

 2x     6.3158 

P    0.0119 

3 讨论 

静脉输液是一种重要的给药方式，具有药物起效快、药物伤害性小

等优势，在临床中广泛应用[6]。而学龄前儿童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有研

究数据资料表明，近年来，该阶段儿童的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对其通常

采取静脉输液治疗，能够快速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促进其病症康复[7]。 

综上所述，对学龄前儿童静脉穿刺配合中，能够 大程度的保障患

儿的穿刺成功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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