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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应用于新生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效果探析
韦玉华  黄凤叶  唐晓燕  李月萍  王超云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 目的：分析细节管理在新生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按出生时间先后选取 2018 年 05 月-2018 年 08 月在本院出生

的 91 例新生儿,以不同安全管理方法为标准分组：对照组（45 例予以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46 例予以细节管理），同时观察、比对 2 组

安全管理效果。结果：护理管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家属护理满意率 95.65%（44/46），明显高于对照组 77.78%（35/45），差异较明显（P＜

0.05）；且 2 组安全护理质量评分比对，有差异性（P＜0.05）。结论：对新生儿开展护理安全管理工作时，配合细节管理，可在提升护理满

意率的基础上，改善护理质量，保证护理安全性得以明显提升，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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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事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公众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

对于医院所提供的各项护理要求也明显提升，尤其在新生儿科[1]。

新生儿科在开展各项护理工作时，护理风险相对高，为此，加强对

新生儿安全护理管理、提高护理质量等就显得很关键。本次为了解

细节管理在新生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选 91 例新生儿作

研究对象，现将结果作如下报道。 

1.对象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 2018 年 05 月-2018 年 08 月在本院出生的 91 例新

生儿，将其分成 2 组：对照组 45 例，男/女：25 例/20 例，2.5d-30.5d，

年龄均值（7.6±0.8）d；观察组 46 例，男/女：26 例/20 例，2.0d-31.0d，

年龄均值（8.0±0.5）d。对 2 组临床信息做对照，发现结果无显著

差异，（P＞0.05），可以比较。 

1.2 方法 

对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管理：对照组 45 例新生儿住院护理过

程中，护理人员予以新生儿常规护理管理，如药物、饮食及病情监

测等护理，并记录下新生儿护理管理方法实施情况；护理人员多与

患儿家属交流，了解病情具体发展情况，定时或不定时抽检护理管

理人员，以保证护理方法顺利实施。 

对观察组予以细节管理： 

1.2.1 积极落实各环节护理管理。护理人员需由基础护理慢慢

展开，严密关注新生儿，定时做肛周护理并及时更换尿布避免臀部

皮肤潮红，喂奶后将患儿上半身抬高 30 度并侧卧防止呛奶等。护

理人员需对新生儿做一对一针对性护理服务，特别对早产儿更需加

强专科护理管理，由于新生儿刚出生，大脑、神经发育非常娇嫩对

声音很敏感，护理人员需将各种声音控制在 60dB 以下，以免患儿

受较大声音刺激而产生震颤、惊跳反应或对听力造成不利影响。 

1.2.2 加强对新生儿科护理人员的细节管理。新生儿科在开展

日常护理工作时，其护理风险与其他科室相比相对高，若是护理人

员不够细心，且未严格遵照要求进行护理管理，未按规程操作，均

会引发仪器使用不当、给药错误等护理风险。为此，需加强对护理

人员护理风险意识、细节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及考核，同时要求护理

人员端正态度，对于新生儿的护理细心又细心，严格规范各项护理

操作，做好细节管理，保证新生儿护理过程更加安全、有效。 

1.2.3 具体细节护理。首先，新生儿入科前护理人员需先准确

识别其身份，并将身份信息与家属确认后当面佩戴在手腕上，每次

护理前后，认真地核对新生儿手腕上的身份信息。其次，护理人员

应对患儿做体位管理，保证头颈部和躯干尽可能呈现直线。最后，

予以新生儿触摸护理，每日两次，每次 15min。新生儿特别是早产

儿，出生之后应保证其睡眠充足，减少耗氧量，将心脏负荷降到最

低，患儿在睡眠的过程中，尽量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如较少

强光、噪音的刺激，各项护理治疗工作集中进行等。 

1.2.4 新生儿家属健康宣教护理管理。新生儿安全管理期间，

除做好新生儿治疗护理工作还需对新生儿家属展开相应的健康宣

教，护理人员需和家属交流，以构建良好、和谐的护患关系，对家

属的提出疑问耐心讲解，并告知新生儿护理方法、注意事项等。比

如，护理人员需要告知产妇及其家属给予新生儿母乳喂养的优势，

为其讲解准确的喂奶体位以及挤奶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护理人

员应观看产妇的喂奶姿势是否正确，如若不正确，给予纠正及指导；

告知家属新生儿脐部、沐浴及臀部的具体护理方法等，并使其熟知

简单的新生儿护理方法。 

1.3 观察指标 

护理后，护理人员选住院病情观察量表对 2 组患儿安全护理质

量进行评分，内容包括：安全管理、感染管理控制、布局设施、人

员配备等；评分越高，表明安全护理质量越好；同时选本院自拟量

表调查分析患儿家属护理满意率，总分 100 分：90 分-100 分，即

非常满意；70 分-89 分，即一般满意；0 分-67 分，即不满意。总

满意率等于非常满意率与一般满意率之和。 

1.4 数据处理 

本次选 SPSS20.0 型软件做数据统计分析，文中涉及的护理满意

率、安全护理质量评分等统计结果，以（n/%）、（ ）表示，若 2 组

以上指标比对，结果有显著差异（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结果

2.1 比对 2组护理满意率

护理后，2 组护理满意率评分比对，差异较明显，（P＜0.05），

见表一。 

表一、 管理前后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45 22 13 10 78% 

观察组 46 33 11 2 96% 

P <0.05 

护理管理后，对照组 45 例：22 例（48.89%）非常满意，13 例

（28.89%）一般满意，10 例（22.22%）不满意；观察组 46 例：33

例（71.74%）非常满意，11 例（23.91%）一般满意，2 例（4.35%）

不满意，比对可知，观察组满意率 95.65%，明显比对照组 77.78%

高，（P＜0.05）。 

2.2 比对 2组安全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后，2 组安全护理质量评分比对，差异较明显，（P＜0.05），

见表二。



全科护理 

130 

 医学研究 

表二 管理前后科室护理安全质量评分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安全管理 布局设施 感染管理控制 人员配备 

对照组 45 81.5±4.3 82.2±4.1 80.6±1.4 80.4±1.5 

观察组 46 93.6±3.5 93.4±2.5 94.7±3.0 95.4±3.4 

P <0.01 <0.02 <0.02 <0.01 

3.讨论

新生儿是指出生一个月内的婴儿，身体各系统、器官均未发育

完善，尤其是低体重儿及早产儿，该类新生儿皮肤、黏膜均难以有

效防治致病微生物。若是在新生儿安全护理管理过程中，出现任何

护理差错，最终伴发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严重的还会威胁新生儿

的生命安全[2]。鉴于此，新生儿科室内的护理人员对新生儿进行安

全护理管理时，需选用一种安全、高效的护理管理方法，以保证新

生儿得到安全护理。 

细节管理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由细微之处为新生儿提

供优质、安全的护理服务，此种护理管理模式在现代医疗系统当中

的也到广泛应用，特别在新生儿科护理管理中应用效果较显著[3]。

此次研究把细节管理和新生儿安全护理管理进行较好地融合，不仅

能规范整个护理流程，细化护理服务方法， 还能强化护理人员的

工作责任意识，从而优化护理服务质量。护理人员重点结合不同新

生儿的实际情况开展护理服务，可较好地促进护理人员和新生儿家

属交流，最终提升其护理满意率，以免伴发各种医疗护理纠纷。 

本次经分组对比 91 例新生儿护理安全管理效果，研究结果发

现，观察组满意率 95.65%（44/46），明显比对照组 77.78%（35/45）

高，有差异性（P＜0.05）；2 组安全护理质量评分进行对比，发现

结果存在明显差异，（P＜0.05）。综上阐述，临床为确保新生儿护理

安全性得以明显提升，予以安全管理过程中配合细节管理，应用效

果确切，建议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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