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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风险防范护理在儿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谢鲁冰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院区  上海  201906) 
 

摘要：目的：分析风险防范护理在儿科护理管理质量中的使用。方法：选择诊治 100 例患儿，随机划分为对照组（50 例）与观察组（50 例）。对照

组患儿实施常规性护理，观察组患儿应用风险防范护理。结果：观察组风险事件及医疗纠纷出现率都低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儿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二者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家长护理总满意度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风险防范护理能够使护

理质量得到提升，降低护理中存在的风险，促进患儿的早日恢复，十分值得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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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儿科诊治的患者都是婴幼儿、学龄前期儿童或者学龄期

等小儿，主要牵涉到儿童的呼吸与消化、循环系统及免疫系统等相

关疾病的诊治，因为儿童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较高，身体中各个器

官发育相对稚嫩，患病后在医院接纳诊治率较大，因此临床上对儿

科的诊治工作与护理工作十分重视[1]。近些年社会各行各业对儿科

风险事件预防工作提出更加严格的规范，也由此提出较多的风险预

防对策，风险防范式护理作为使用相对普遍的一项措施，大部分研

究提出本项护理方式可以显著降低儿科护理风险事件，同时可以良

好提升儿科护理质量管理的成效。为了掌握风险防范式护理在儿科

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使用成效，此次将使用不同措施干预的 100 例儿

科患儿临床情况开展研究，目的在于研究风险防范式护理对儿科护

理管理的效用和使用价值。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本院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诊治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

究人员，按照随机挑选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儿男

性与女性人数占比为 25:25；年龄 1-13 岁，平均年龄值（5.4±0.4）

岁；病程 5d-2 个月，平均（1.4±0.5）个月。观察组患儿男性与女

性占比为 24:26；年龄 1-14 岁，平均年龄值（5.7±0.6）岁；病程

4d-2 个月，平均（1.7±0.3）个月。通过两组以上性别、年龄以及

病程等基础资料对比无差变化（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儿使用常规性护理干预措施，包括常规性检查、生活

护理、药物护理以及对症支持护理等等常规性护理。观察组患儿在

此前提上加上风险防范式护理干预措施，详细开展如以下几点：评

估护理风险，科室中护士长组织对儿科护理风险开展评测，对护理

过程中时常产生或是不常产生的风险开展深刻分析探讨，创建针对

性的干预措施。儿科当中相对普遍的风险包含碰撞、摔倒、窒息以

及静脉炎，按照风险出现的时间、特征等使用有效的干预对策[2]。

每位护理人员均需保持端正工作的状态、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来充实

自我。在护理前按照患儿的性别、年龄以及疾病种类等评测可能产

生的风险，开展针对性的护理工作。 

护理风险的预防：严格按照创建的风险防范规划进行具体工

作，在诊治结束后严格检查病床的栏杆是否安全，规避坠床事故的

出现。针对需应用束带的患儿尽可能选择棉质且较宽的束带，并且

调整好合适的松紧度，避免对患儿身体产生一定损伤。做好患儿的

用药干预措施，需应用片剂以及粉剂药物的患儿能够应用温水将药

物溶解在提供患儿服用，减少因为患儿哭闹、不配合等等情况产生

呛咳等风险事件的出现。患儿诊治与住院过程中不要在床头、柜子

上放置锐器或是锋利的物品，严禁患儿触摸线板等等危险物品。深

化对儿童家属的安全知识教育，儿童特别是男童的顺从性较差，生

性活泼爱动，常常会产生烫伤、摔伤等一系列不良事件，护理人员

还应该增强对家属的安全预防知识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注重儿

童的动向，减少安全事件的产生。 

针对年龄尚小的患儿，护理人员大部分开展语言的交流与互

动，激励与安抚患儿，然而合理的握手与拥抱减少患儿的紧张意识、

加强护患之间的亲密感，能够对患儿播放儿童歌曲或是节目，以此

完善其抵触感与恐惧感，推动其疾病的康复。一些家属在儿童发病

后处在焦虑与害怕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做好心理方面的干预工

作，对家属讲解疾病诊治的积极效用，使诊治与护理工作获得家属

的配合。对于静脉输液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事件，护理人员借助提升

自身的业务水平，提升穿刺的成功率，降低因为重复穿刺对患儿产

生的影响，也安抚家属的紧张情绪。护理后对两组患儿家属的护理

服务满意度与焦虑情况开展评分。 

1.3 统计学分析 

依托于统计软件 SPSS22.0，对研究试验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其中利用卡方来检验计数资料，利用 t 值来检验计量资料，此时如

果 P<0.05，就代表着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风险事件出现率 

通过对两组患者的风险事件出现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观察

组患儿的风险事件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出现率对比 

组别 例数 记录差错 操作误差 投诉事件 医患纠纷 总出现率 

观察组 50 1（2.00） 1（2.00） 0（0.00） 1（2.00） 3（6.00） 

对照组 50 3（6.00） 2（4.00） 1（2.00） 3（6.00） 9（18.00） 

X2      4.516 

p      0.028 

2.2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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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两组护理质量开展比较，明显看出，观察组患儿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组别 例数 安全教育 诊治性护理 生活护理 心理护理 

观察组 50 98.47±1.62 97.64±1.68 95.89±1.57 98.79±1.69 

对照组 50 92.14±2.26 91.04±2.02 84.94±1.82 90.21±1.84 

t  2.01 2.514 2.658 2.154 

p  0.039 0.014 0.015 0.031 

2.3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比较 

经过对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总满意度对比，能够看到，观察组的

家属满意度为 98.00%，对照组满意度为 64.00%，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45（90.00） 4（8.00） 1（2.00） 49（98.00） 

对照组 50 30（60.00） 2（4.00） 18（36.00） 32（64.00） 

t     4.215 

p     <0.05 

3 讨论 

儿科疾病发病较急、病情变化速度较快且繁杂、致死率极高，

而且医院的护理安全管理具备一定不足。这些问题均能够对患儿出

现危害，严重时还会造成患儿死亡。所以，良好有效的儿科护理作

为患儿疾病完善与生命安全的保障。风险防范式护理是借助完善护

理质量，以此起到防范护理风险的一项护理方法。将其使用在儿科

护理中，能够减少患儿诊治期间的死亡率。普遍的护理儿科风险有

许多种，能够从人员、设备两个方面展开划分。从人员上而言，部

分人力资源不充足，缺少护理安全思想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

不充足、专业知识与技术匮乏、护患交流不顺畅以及风险辨别能力

不足；从设备设施角度而言，有设备数量不充足、设备陈旧以及设

备故障等等。由于儿科护理风险多样化，所以选择良好的护理管理

措施在患儿的诊治期间显得十分关键[3]。 

风险防范护理方式的产生时在患儿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护理，与

常规性护理方式有所不同，风险防范护理模式更是注重患儿的各方

面情绪，为患儿提供综合的照顾，使得患儿在还早呢孩子过程中未

过多的不良情绪出现，提高患儿的诊治顺从性。本次为观察组患儿

提供的风险防范护理重要内容具有：一方面明确问题：对患儿的有

关资料开展总结与梳理，包含患儿的年龄、性别、既往病史以及过

敏药物等等，明确患儿的疾病情况，熟悉其目前的情况，查找相关

病例的文献资料，明确护理干预中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第二方面

循证支持：借助查找病例史料，相关文献查找，将其中的有关资料，

评价护理干预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和患者的病状相融合并且定制全

面且有效的护理对策。第三方面详细措施：（1）疾病观察，对患儿

生命体征开展严格观察；（2）环境护理，重视病房中的日常通风和

换气，以确保病房内的湿度与温度的适宜程度，定期的消毒消杀，

防止出现交叉感染；（3）心理护理，这种患儿的疾病症状相对严重，

诊治时间漫长，患儿的年龄较小，易于在诊治过程中产生抗拒诊治

的情况，护理人员需要按照患儿的心理情况及时、有效且有针对性

地开展引导与安慰。针对三岁以下的或是条件特殊的患儿能够在家

长穿戴整齐的隔离衣下展开陪同诊治，但针对年龄略大的儿童能够

延长家长探视时间；（4）病房环境，温暖舒适的病房环境能够提升

儿童的身心舒适度。儿科病房除了要严格进行消毒清洁之外，还需

切实儿童年龄特征，增加积木玩具等等儿童设备，降低儿童对诊治

的抵触感，提升顺从性，使诊治护理工作有效开展。（4）有关人员

培训，风险预防护理工作人员需参与岗前培训。从事护理风险防范

的医务人员在临床护理前期，需要通过有关的法律常识、儿科护理

知识、儿科护理技术以及儿科病理知识培训。（5）健全各项规章体

系，明确奖惩对策，严格落实单位 24 小时轮班制度，见人后改岗，

减少重大差错在没有通过解决的情况下出现。 

医疗与护理过程中出现很多主观、客观的危险要素，若不提供

及时、合理的应对策略，就会造成风险事件出现率上升，产生医疗

资源低效、浪费等，乃至会对患儿及医护人员带来损伤，危害相当

严重。但有效的风险预防能够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出现，综合提升

医疗、护理质量水平。 

此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观察组患儿的风险事件出现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风险防范式护理能够良好有效的

降低儿科风险事件及医患纠纷，提升护理质量管理。医疗队伍骨干

人员的协调可以确保小组技能水平的专业化，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

出现率，并且职业技术培训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能够确保在

出现风险事件时解决策略的精确、及时、安全以及有效性；则对于

风险要素创建的应对策略及护理程序能够使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

中对风险要素做到有效规避，并且还能够为护理流程予以参考根

据，降低护理工作的盲目性。在一致护理的前提下对于患儿具体情

况提供的针对性护理可以有效减少患儿自身疾病出现的危险要素，

进一步减少风险事件出现率以及影响度；患儿家长的心理开导、健

康教育以及风险教育能够在缓解负面情绪的同时提升家长对疾病

了解与风险掌握水平，做到风险共同承担，并且增强家长对诊治的

顺从性与诊治成效、有关风险事件、相关注意事宜的接纳程度；和

家长密切的沟通交流还有助于良性护患关系的创建，使家长体会到

丰富的关怀和关爱，从而提升其护理满意程度。 

综上所述，风险预防护理作为预测性护理方式，简单来说经过

对护理中出现的风险开展研究，创建预测性规划，且通过管理制度、

体系以及措施的形式。经过增强科室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与素

质培训，从根源上使用预防性对策，有效减少风险出现率，提升护

理成效。以上分析风险防范护理在儿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使用成

效，观察组在积极掌握与研究对患儿的有关资料展开总结与梳理，

具有患儿的年龄、性别、既往病史以及过敏药物等，诊断患儿的疾

病，熟悉其目前的病情，风险防范护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患

儿的顺从性，降低了患儿风险出现的概率，提高了患儿家长对护理

服务的满意度，十分值得在临床上被广泛推广与使用。 

参考文献 

[1]范俊霞.儿科护理风险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研究[J].甘肃科

技,2021,37(24):178-181. 

[2]张翠娟.风险防范护理在急诊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J].医

学理论与实践,2021,34(18):3290-3292. 

[3]严春华,潘洪茹,王鲲,高娜,姜明芳.浅谈风险防范护理在儿科

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 

(53):33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