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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患者输液过程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与价值探析 

徐俐 

（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目的  分析对小儿输液过程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与价值，从而为相关临床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方法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选取到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就诊并需要实施静脉输液治疗的儿科患者 40 例。依据双色球法将其随机均分至两组并分别实施常规护理、

常规+心理护理，依次将其命名为对照组、观察组。对比经过不同护理之后患儿输液配合度、一次穿刺成功率等相关指标的差异。结果  在患儿输液

配合度、一次穿刺成功率、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方面，对照组数据分别为 70.00%、75.00%、70.00%，观察组数据分别为 95.00%、100.00%、95.00%，

组间对比，显著观察组更高（P<0.05）；在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对照组数据为 25.00%、观察组数据为 5.00%，组间对比，显著后一组更低（P<0.05）；

另外，生理应激反应指标、舒适度评分方面，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指标均显著更优（P<0.05）。结论  对于儿科患者而言，在其输液过程中对其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有利于提升患儿的输液配合度、舒适度、一次穿刺成功率、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从而减轻患儿在输液过程中的生理应激反应，

降低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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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升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儿童方面。当儿童生病时，家长大多处于一

种焦急的状态，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最快时间内得到治疗，稍有

等待就会产生抱怨情绪甚至态度恶劣，而家长则在一定程度上将这

种负面情绪传递给儿童[1]。另外，患儿由于疾病导致的身体不适，

加之对医院的恐惧等心理，大多伴有哭闹现象，严重影响了输液穿

刺的成功率[2]。故而有研究指出，对儿科患者输液时，配合有效的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3]。

对此，笔者选取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收治

的儿科输液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对象，通过实施分组，对其进

行不同的护理方式干预，旨在分析在此类患者中心理护理干预的具

体应用情况，以及对护理满意度等相关指标的影响情况，现进行如

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选取到湖北民族大学附属

民大医院就诊并需要实施静脉输液治疗的儿科患者实施研究（患儿

家属均对此次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共计有 40 例。依据双色

球法将其随机均分至两组并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常规+心理护理，

依次将其命名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20 例。统计患儿的一般资料，

观察组中，男性与女性患儿占比分别为 55.00%（11/20）、45.00%

（9/20）；在年龄方面，其上限为 6 岁，下限为 2 岁，平均年龄为

（4.11±0.56）岁；对照组中，男性与女性患儿占比分别为 55.00%

（11/20）、45.00%（9/20）；在年龄方面，其上限为 6 岁，下限为

2 岁，平均年龄为（4.25±0.39）岁。对组间性别、年龄等相关资料

实施统计并利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对比处理后，其结果显示

组间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后文数据对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 

观察组：常规+心理护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根据

孩子的心理特点，可以使输液环境在清洁、安全、设备等方面更加

丰富，也可以使输液环境更加丰富多彩，可以在墙上悬挂图片和图

画，吸引幼儿注意，减少幼儿对输液的恐惧[4]。（2）根据儿童不同

年龄阶段对其进行心理安抚，例如婴幼儿哭闹时试着拥抱、轻拍，

用亲切的语气给他们一种心理安全感[5]；学龄前期儿童可为其讲他

们感兴趣的事情，从而达到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的目的，避免强行穿

刺，并及时给予表扬和奖励，从而降低因为反复穿刺而不耐烦导致

的哭闹，甚至因此而造成液体渗漏等，从而进一步缓解他们的恐惧，

建立与患儿之间的信任感[4-6]；学龄期患儿则年龄稍大，且求知欲望

较为强烈，则可以为其讲解疾病与输液治疗的相关知识，在提高其

对疾病认知的基础上缓解其心理恐惧[7，8]。（3）由于家长在照顾患

儿过程中往往将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传递给患儿，加重其心理不

适感，故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家长进行一定程度的心理疏导，与

其建立良好的关系[9,10]。 

1.3 观察指标 

对比经过不同护理之后患儿输液配合度、一次穿刺成功率、生

理应激反应指标[11]、舒适度评分[12]、不良事件发生率、家属对护理

的满意度的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 sx ± ）表示，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

表示，对比采用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输液配合度、一次穿刺成功率对比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输液配合度、一次穿刺成功率对比[n（%）] 

配合度 组别 

主动配合 配合 抗拒 严重抗拒 配合度 

一次穿刺成功 

观察组（n=20） 12（60.00） 7（35.00） 1（5.00） 0（0.00） 19（95.00） 20（100.00） 

对照组（n=20） 7（35.00） 7（35.00） 4（20.00） 2（10.00） 14（70.00） 15（75.00） 

P     <0.05 <0.05 

2.2 两组患儿生理应激反应指标、舒适度评分对比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生理应激反应指标、舒适度评分对比（ sx ± ） 

MAP（mmHg） HR（次/min） 舒适度评分（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20） 80.18±3.08 80.35±3.11 101.74±8.64 94.12±3.10 68.48±5.87 85.71±5.11 

对照组（n=20） 80.26±4.25 84.76±3.76 102.97±7.12 103.01±2.58 68.12±6.20 70.27±4.30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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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针头脱落 反复穿刺 液体外渗 皮下血肿 合计 

观察组（n=20） 1（5.00） 0（0.00） 0（0.00） 0（0.00） 1（5.00） 

对照组（n=20） 1（5.00） 2（10.00） 1（5.00） 1（5.00） 5（25.00） 

P     <0.05 

2.4 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对比 

见表 4。 

表 4  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n=20） 

12（60.00）4（20.00）3（15.00）1（5.00） 19（95.00）

对照组

（n=20） 

8（40.00） 3（15.00）3（15.00）6（30.00）14（70.00）

P     <0.05 

3 讨论 

在儿科患者的诊疗过程中，输液时一种应用率较高的治疗手

段，但由于其年龄相对较小，血管较细等众多不可避免的原因导致

其穿刺难度加大[13,14]。而且有研究指出，患儿哭闹时，一次性穿刺

成功率往往较低，而且导致患儿的情绪波动较大，使得出现较为严

重的生理应激反应，甚至影响治疗效果[15,16]。因此临床上高度重视

输液患儿的护理，旨在通过有效的护理对患儿进行安抚，从而提高

患儿的配合度与舒适度[17]。然而，传统常规护理缺乏系统的措施，

无法有效安抚儿童，缓解儿童的负面情绪[18,19]。故为提高护理质量，

笔者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了既往的护理经验，于此次研究中对

儿科患者输液过程中实施了心理护理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

结果显示：在患儿输液配合度、一次穿刺成功率、家属对护理的满

意度方面，对照组数据分别为 70.00%（14/20）、75.00%（15/20）、

70.00%（14/20），观察组数据分别为 95.00%（19/20）、100.00%

（20/20）、95.00%（19/20），组间对比，显著观察组更高（P<0.05）；

在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对照组数据为 25.00%（5/20）、观察组数

据为 5.00%（1/20），组间对比，显著后一组更低（P<0.05）；另

外，生理应激反应指标、舒适度评分方面，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指标均显著更优，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对于儿科患者而言，在其输液过程中对其实施心理

护理干预有利于提升患儿的输液配合度、舒适度、一次穿刺成功率、

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从而减轻患儿在输液过程中的生理应激反

应，降低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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