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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与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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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新生儿时期是每一个儿童成长必经的过渡阶段，此时新生儿的各项生理功能正处于发育时期，身体也在

不断适应外界的环境，自我防护力比较差，故需要护理人员秉持着谨慎、负责的态度为其提供护理干预，以防护理不当引发

安全事故。根据国际病人安全目标，并结合我国新生儿病房及 NICU 的具体情况，本文为此分析了新生儿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

安全因素，并结合新生儿病房的护理服务特点及病人十大安全目标，对新生儿护理的安全风险的识别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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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护理是孕婴护理工作中的核心关节，直接关系新

生儿未来成长情况，近几年，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条件的好转

和妇幼保健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得我国孕婴护理制度得到了

完善和提升，基本能够满足于新时代人们对孕婴护理工作的

需求和要求[1]。但新生儿的体质较为特殊，且对一个家庭来

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如果期间出现护理不当或护理不到

位的情况则会引发法律法规制度允许范围外的不安全事件，

甚至可能会发展为护理危险事件，因此临床认为应深入分析

新生儿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并加强防范，以确保

新生儿安全。

1 新生儿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1.1 护理人员因素

根据以往的护理纠纷事件不难发现，现阶段护理不安全

事件主要集中于护理人员身上，欠缺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

责任心不强，对待任务一味以完成任务为主，不会变通，也

不会自我思考，无形之中便会因为未及时巡视病房、未及时

察觉患儿病情变化而造成延误治疗的发生[2]。另外，儿科临

床护理岗位人员缺乏，护理人员自身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不

强也是目前儿科面临的重要问题，大部分儿科护士缺乏应用

的临床专业技能和理论基础，无法准确判断患儿的身体情

况，常常在工作过程中因不遵守护理操作原则和规章制度而

操作失误，甚至出现抱错、丢失婴儿的现象，这是造成护理

安全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3]。

1.2 新生儿因素

新生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在封闭式病房内接受治

疗，家属无法陪护，而患儿又不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皮肤及

身体各方面发育不完全，无法准确表达自身的不适，只能采

取哭闹的方式进行表达，护理人员无法准确判断，故在护理

过程中极易因基础护理不到位而引发安全隐患，比如红臀、

鹅口疮、烫伤、抓伤、异物压伤、输液渗漏，非计划性拔管

等，甚至会因此而死亡。

1.3医院环境因素

这里所说的医院环境因素包括病房环境和医疗设备，新

生儿在院内需要与病房环境和医疗设备进行直接接触，势必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新生儿的皮肤比较娇嫩，外界环境中

的细微细菌都会给患儿造成伤害，一旦引起细菌感染则会损

伤新生儿的皮肤粘膜，引起医源性皮肤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尽管我国各个医院已经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整改和优化，但

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整改标准，很多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布局、

结构并不合理，且床间距过小，存在不同病种患儿混住的情

况，再加上护理人员未严格落实消毒隔离制度，极易造成院

内感染的暴发流行[4]。

1.4用药因素及用氧因素

从医嘱下达，医嘱执行，药房配药，发药至病房，护理

人员药物配置和使用，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汇发生用药错

误。临床工作过程中医务人员未注重药理知识的更新和提

高，以致于药物保存、使用方法不正确，或不遵医嘱及时查

对、听错医嘱，漏执行医嘱等情况都能够引发新生儿用药安

全事件[5]。此外，特殊药品配制方法、使用方法、用药剂量

不准确，甚至静脉输注时的高浓度点解质液、强酸、强碱药

物及血管活性药物的渗漏和及给药途径的错误等都有可能

增加安全隐患。

早产儿进行氧疗者，容易用氧过度，导致早产儿的视网

膜病变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2 新生儿护理工作中不安全因素的防范措施

2.1加强护理人员管理

从医院的角度出发，带动儿科护士积极参与医院组织的

护理教育培训活动，强化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其自身

工作技能，同时强化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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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秉持着严谨、认真、热情的态度投入到新生儿护理工作中

[6]；在此基础上加强护理人员的家属沟通能力，及时以积极、

温和的态度与患儿家属取得联系，在实施任何一项工作前提

前向患儿家属报备，履行告知义务，并按时向家属汇报患儿

身体情况[7]；此外，医院还应注重培养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

以及岗位人员的层级梯度搭配，组织儿科护士参加院内再教

育，定期展开考核，以考核成绩为基准实行奖罚制度，以督

促护理人员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水平。

2.2 强化新生儿护理安全管理

结合院内实际情况，组织相关领导根据新生儿病房的风

险和操作规程撰写完善的管理制度，以提高新生儿护理工作

的科学性、严谨性、安全性和规范性，认真查对患儿姓名，

发现问题及时与患儿家属沟通[8]。同时督促护理人员加强巡

视力度，延长巡视时间，积极主动的与患儿互动，对于烦躁

患儿及时给予安抚，期间严密观察患儿有无不适反应，并及

时做出相应的处理，尽量杜绝新生儿因素引发的安全隐患。

2.3 加强医院环境和医疗设备管理

建议各个医院合理调整病房布局，明确区分各个病种，

设立相应的集中病房，同时完善并严格执行科室内的《消毒

技术规范》《手卫生规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医疗

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等医院感染防控方面的

行业标准，加强消毒隔离，规范护理人员无菌技术操作，加

强病房环境卫生管理，做到新生儿用具每人每日 1 换、随用

随换，及时进行高压灭菌处理，加强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管

理，严抓日常清洁消毒工作[9]。

2.4加强用药管理

药物治疗是护理工作的组成部分，药物使用安全性与患

儿治疗效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护理人员应规范药物

的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查对制度，规范用药操作规程和放置

制度，及时提高和组织学习培训新的药理知识，用药前再次

核对医嘱，并评估药物的使用是否与病情相符合，认真做好

三查八对，使用特殊药物提前询问医生，并认真记录，不得

随意更改剂量和使用方法。

早产儿用氧严格掌握氧疗指征，一定告知家属早产儿用

氧的必要性和可能的危害性，签署知情同意书。用氧过程中，

密切监测 FiO2,PaO2,必要时进行血气分析。凡是经过氧疗，

符合眼科筛查标准的早产儿，应在出生后 4-6 周或矫正胎龄

32-34周进行眼视网膜病变（ROP）的筛查,以早发现，早治

疗。

3 讨论

新生儿承载着同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梦想，再加上新生儿

体质较为特殊，所以家长们对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和护理工作

过分关心，也对护理人员的工作性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10]。

医疗安全是当前医院管理中的重中之重，护理工作作为医疗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儿科由于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及

高风险性，在对住院患儿的日常诊疗护理工作中，需要护理

人员结合新生儿护理工作经验分析安全隐患，严格执行国家

法律法规，根据各医院和科室情况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和规

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有预见性的进行风险评估及防范，全面

降低新生儿护理风险，保证患儿的治疗安全。本文针对这一

问题提出了几点个人见解，希望能够为临床儿科护理工作的

完善和发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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