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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管理在儿科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 
黄  敏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科  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目的探究护理质量管理在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应用成效。方法 选择 2020 年 6 月-2021 年 6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患儿 80 例为样本研究，
作为对照组，并选择护理质量管理实施后的 2021 年 7 月-2022 年 7 月的 80 例患儿为观察组。对比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各项护理质
量指标。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更高，并且，观察组相应护理质量指标均优于对照组。结论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运用护理质量
管理可提高护理服务水平，提升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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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产生更高标准的

要求。在此环境中，医疗服务得到更多的关注。在医疗机构中，儿
科是服务难度较高的科室，获得重视。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收
治的是病情危重的患儿，随时有死亡危险[1]。在 PICU 中，主要提供
诊疗活动与护理干预，需要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加入。PICU 的主要
工作目标是将患儿的死亡率降低，稳定患儿病情，促进患儿恢复。
与其他病房对比，PICU 具有特殊性，患儿的病情较为严重，抵抗
力不高，治疗依从性低，疾病变化也相对较快。为确保对患儿的顺
利、高效治疗及降低纠纷事件的产生，需要加强对 PICU 的护理质
量管理，减少风险事件的产生，使患儿接受高质量的服务，加快患
儿恢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本院护理质量管理实施前后的 160 例患儿为研究样本，

按照时间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80 例。对照组年龄均值为
（5.14±1.21）岁，观察组平均年龄为（5.26±1.02）岁。比较患儿
年龄等资料，并无明显不同，可对比分析。 

纳入标准：患儿符合 PICU 入住标准。患儿家属自愿参与本次
研究，并将同意书签署。住院时间在 7 天或以上。在近期并未产生
有可能影响患儿情绪的事件。 

排除标准：研究途中退出者。放弃重症监护回病房者。意识不
清晰者。患有精神方面疾病者。在治疗过程中无法耐受治疗并退出
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开展对患儿的病情观察、健康宣教等。 
观察组应用护理质量管理，依据 PICU 特点，管理人员与经验

丰富的护理人员等共同制定管理措施并实施。具体如下。 
加强专业培训。对于 PICU 护理人员，需要进行对其专业技能、

知识等相应基础培训，在理论、操作等方面落实对护理人员的培训
工作。结合护理人员的工作年限、专业能力等制定具有个性化的培
训方案，将临床实践、集中学习、自学等多种方式共同应用。在培
训工作中，主要进行基本监护技术、PICU 基本监护技术、专科监
护技术、急救护理技术等培训，也要在心理学、法律学等方面开展
对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全面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其护
理水平。在培训结束后，还需要开展对护理人员的考核工作，只有
通过考核才能够投入到工作岗位，未完成考核的护理人员需要继续
接受培训，直到考核合格为止。 

加大管理力度。在护理工作中，护士长等需要实现对护理人员
的监督，也将相应护理工作的落实情况检查，加强护理人员的责任
意识。护士长等管理人员需要重视对护理人员的培训，也注重收集
护理人员的建议，全方面增强护理人员的处理能力、沟通能力等。
对不同能力的护理人员制定具有差异性的计划与目标，并且，按照
一定时间周期考核，结合考核结果适当改进管理方法，加强对护理
人员的管理成效，提升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 

优化服务模式。在护理质量管理中，应加强 PICU 护理人员的
职业道德、责任心等，使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学会从各方面细节着手
处理问题，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提高人力
资源调配与交接的合理性，结合患儿年龄、性格等提供具有针对性
的心理支持，对 PICU 患儿的身心健康保持足够重视并及时干预。
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检查与管理，保持适合的
温湿度[2]。在 PICU 中，多数是危重症患儿，护理人员应认识到该类
患儿的特点，以更多的耐心、爱心等呵护患儿，真正尊重与爱护患
儿，优化护理服务方法。同时，还要加强与患儿家属的交流，主动
告诉患儿家长孩子的真实情况、采取的护理方法等，将患儿家长存

在的焦虑、紧张等情绪缓解。 
完善管理制度。在 PICU 护理工作中，应落实无缝隙安全护理，

结合具体情况不断地将制度、安全等体系完善，确定护理质量标准，
并将其细化，达成完善、合理、科学的规章制度的构建，明确考核
标准、岗位职责等。在工作中，应结合患儿病情严重情况等进行弹
性排班制度的实施，做到对护理人员的科学调配，减少差错事件的
发生。同时，还要强化护理人员的法律安全意识，引导护理人员学
习相关文件，使其正确处理在工作中产生的相应矛盾，也做到对自
身行为的全面规范。 

采取绩效考核。在管理工作中，应合理开展绩效考核。对于护
理人员而言，考核可将其工作积极性提高，让其在工作中获得创造
性、自主性等增强，有利于管理工作的良性发展。在工作过程中，
应基于可操作性、公平等加强对 PICU 护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管理，
在多方面实现量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护理人员的激励作用。 

1.3 观察指标 
比较各项护理质量指标。利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统计患儿

家长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1.0 软件统计数据，计数资料利用%表示，以 X2 检验，

计量资料通过（ sx ± ）表示，以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价值。 

2.结果 
2.12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更低（P<0.05）。见表 1。 
表 1 2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80 46 24 10 70（87.50）
观察组 80 50 28 2 78（97.50）

X2     5.76 
P     <0.05 
2.22 组护理质量指标对比 
在各项护理质量指标比较中，均为观察组更高（P<0.05）。见

表 2。 
表 2 2 组护理质量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科室管理 消毒隔离 基础护理 
护理文件

书写 
专科护理 

对照组 80 
93.60±

1.18 
92.40±

1.20 
92.22±

0.95 
90.40±

1.52 
91.53±

0.72 

观察组 80 
95.41±

1.55 
95.82±

1.14 
98.01±

0.32 
98.11±

0.15 
98.10±

0.31 
t  8.31 18.48 51.66 45.14 74.96 
P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医疗诉讼出现增加趋势，医疗质量管理、

安全等问题得到重视。构建及健全 PICU 护理人员的培训标准，对
于护理人员的专业发展以及服务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影响。 

PICU 具有特殊性，也需要护理人员有着良好的责任意识。在
工作中，护理人员应提高责任心，加强患儿用品管理及消毒[3]。此
工作也具有工作量大等特点。当前，PICU 护理人员面临着工作压
力大、工作繁重、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工作时间长、专业素养不
足等等相关问题。因此，在护理质量管理方面，需要在系统性、规
范性等多方面提高。在管理工作中，需要结合当前现有问题科学分
析，及时改进管理方法，加大对护理人员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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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识与服务水平，也加强细节管理等，使 PICU 护理人员与当
前社会发展相适应，提升护理质量，也影响医院的长远发展。 

与其他重症监护室比较，儿科重症监护室的护理工作与其存在
一定的差异。在护理对象方面，PICU 的护理对象是行为能力与成
人相差较远的儿童，在认知、意志力等方面均无法达到与成人相同
的水平。基于此，患儿的心理较为脆弱，在治疗与护理中，本身的
认同度不高，依从性较差，致使护理工作的困难程度提高。而且，
PICU 需要患儿自己入住治疗，导致其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
无助、恐惧等心理。在此情况下，护理人员的工作任务更为关键与
繁重。常规护理干预忽视患儿具有的特殊性，仅单纯对患儿进行病
情监测与营养支持等[4]。因此，此种护理模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不仅需要落实对患儿的常规护理，发挥对
患儿疾病治疗的辅助作用，还要在心理层面上达成对患儿的干预，
以具有针对性的方式安慰、呵护患儿，帮助患儿获得负面情绪的缓
解。心理护理本身并无过多的服务标准，大多是凭借护理人员的个
人素养与爱心实现。但，此工作在整个护理工作中不可缺少。采取
此项护理，能够让患儿因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出现的负面心理得到
缓解，产生对治疗的积极影响，提高患儿对护理工作的依从性。同
时，该护理与患儿的未来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若是 PICU 的经历对
患儿心理造成影响，对于其未来发展不利。因此，在护理质量管理
中，应加大对心理护理的重视力度，以管理措施的制定进行对心理
护理的规范。此外，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还要开展对患儿的健
康教育、口腔护理、安全管理、病房管理等等，在多方面分析患儿
情况，为患儿提供全面、周到的护理服务，使患儿的身心均能得到
耐心照顾，缓解患儿因疾病而产生负面情绪与痛苦，使其形成积极
心态，提高配合程度。 

在护理质量管理中，制度构建具有重要作用。护理工作本身具
有严谨性，建立规范护理程序，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的出现，将
患儿的安全性提高。如，在工作中，PICU 设备的定期检查未能做
到合格、消毒工作不到位、急救能力不足，未能在患儿产生突发状
况时及时处理等，都与制度不完善或者是制定力度不够具有一定关
联。因此，基于现实需求构建护理质量管理措施后，可全面实现对
制度的完善及落实，提升对患儿的护理质量。在进入 PICU 后，患
儿并无亲人的陪同，会产生恐惧等心理。在此情况下，若是不能为
患儿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及心理护理，会导致患儿的负面情绪更为严
重，对治疗、护理形成抗拒。但是，在护理质量管理落实后，能够

实现对患儿的规范管理，加强护理质量与技术，并针对患儿心理采
取适当安慰，让患儿在治疗过程中缓解痛苦，也提高患儿对护理人
员的亲近感，增加与护理人员的互动、交流，使其实现对治疗与护
理的积极配合，提高患儿的依从性。另外，在护理质量管理中，护
理人员和患儿家属间存在的纠纷事件会减少。高效的护理质量管理
会形成对护理质量的直接影响，当患儿家属真实地感受到高质量护
理后，会缓解对患儿的担忧，将本身存在的焦虑等心理改善，得以
恢复理智。而且，也能够增强患儿家属治疗疾病的信心。 

在本研究中，对于实施护理质量管理前后的两组患儿比较，实
施后的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更高，相应护理质量指标也
优于另一组。此结果表明，护理质量管理更受到认可，护理质量相
较于从前得到明显提高。PICU 护理人员需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
培训活动，不断加强对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的掌握，也学会应变、
沟通等多种能力，从容面对 PICU 出现的多种情况，为患儿提供高
质量的护理服务。另外，有关部门以及管理人员需要加大对护理质
量管理方面的支持力度，也加强与有关学科及领域的合作，基于时
代要求促使护理人员深度学习，在不断完善制度与培养护理人员的
过程中加强护理水准，为更多的 PICU 患儿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总之，在护理工作中，护理质量是重点，也是关键，直接关乎
医院形象。在儿科重症监护室采取护理质量管理，可提高护理工作
质量与服务水平，也能够加快患儿恢复，降低纠纷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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