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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急诊输液患儿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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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科急诊输液患儿护理体会。方法　选择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我院儿科急诊输液患儿 92 例

作为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n=46 例）和观察组（n=46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输液护理，经过护理后对患

儿效果进行评估，比较两组患儿发生的不良事件比较和两组患儿满意度比较。结果　观察组出现头皮刮伤、输液外渗、反复穿

刺等不良事件的患儿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对护理环境、护理人员的护理态度、护理专业度及护理质量等指

标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对护理满意度的总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认真做好儿科急诊输液

护理工作，可以提升患儿及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同时有效降低不良事件的产生，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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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医院的窗口科室，急诊工作的好坏是衡量一家

医院管理水平的标志之一，由于人员众多，工作量大，直接

影响到医院的整体形象，关系到医院未来的发展 [1]。本研究

中把儿科急诊输液患儿作为对象，探讨儿科急诊输液患儿护

理体会，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我院儿科急诊输液患儿 92

例作为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46例，男24例，

女 22例，年龄（1-10）岁，（5.43±2.14）岁。观察组 46例，

男 27例，女 19例，年龄（1-10）岁，平均（6.37±2.52）岁。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对患儿按照常规护理的内容进

行护理。

观察组：采用输液护理，在为患儿进行输液治疗前，护

理人员应仔细核对药物、患儿信息以及医嘱内容，确保所有

信息准确无误。这一步骤是为了避免因信息错误而导致治疗

失误。核对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药物的剂量、浓度和给药方式，

确保符合医生的指示和患儿的需求。准备输液工具，根据患

儿的年龄、病情以及药物的性质，选择合适的输液工具，如

头皮针、留置针等。同时，要确保输液管路的通畅性和密闭性，

防止在输液过程中出现泄漏或堵塞。在为患儿进行穿刺时，

要尽量选择较粗、较直且容易固定的血管。对于较小的患儿，

可以选择头皮静脉进行穿刺。穿刺成功后，要妥善固定针头，

防止其移动或脱落。此外，还要注意调整滴速，使药物能够

均匀地输注到患儿体内。在输液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定时巡查，

观察患儿的生命体征和输液情况。特别要注意观察滴速是否

合适、针头是否移位、患儿是否有不良反应等。如发现异常

情况，应及时处理，确保患儿的安全。在输液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一些不良问题，如漏液、血液回流等。护理人员应熟

练掌握应对措施，如调整针头位置、重新固定输液管等，以

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时，还要注意防止交叉感染，定期

对输液工具进行消毒。在输液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

患儿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如过敏反应、发热等。如出现不良

反应，应及时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输液结束后，

护理人员应指导患儿家属正确拔针，并告知其后续护理的注

意事项。例如，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剧烈运动等。

同时，还要向患儿家属说明回家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如观察

患儿情况、按时服药等。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儿发生的不良事件比较：对两组患儿进行观

察，并记录两组患儿输液的不良问题，主要集中在外渗、一

次穿刺不成功，头皮刮伤等。

（2）两组患儿满意度比较：对两组病人进行访谈调查，

调查病人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包括护理工作的综合内容，

运用百分制，分为环境、护理态度、专业精神与护理质量等

各指标，每种 25 分，评分越高情况越好。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8.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采用n（%）

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χ±s）表示，P<0.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发生的不良事件比较

观察组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比对照组相对更少（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发生的不良事件比较 [n（%）]
组别 例数 头皮刮伤 输液外渗 反复穿刺 总不良率

观察组 46 1（2.17） 2（4.35） 2（4.35） 5（10.87）

对照组 46 3（6.52） 2（4.35） 3（6.52） 8（17.39）

χ2 / 4.012

P / <0.05

2.2 两组患儿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中，针对性的输液护理可以更好地减少急诊

患儿输液中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通过仔细核对药物、患

儿信息和医嘱内容，可以大大降低因信息错误导致的治疗失

误 [2]。例如，如果药物剂量不准确或给药方式有误，都可能

导致严重后果。因此，这一步骤至关重要。根据患儿的实际

情况和药物性质选择合适的输液工具，可以确保输液过程更

加顺畅，降低堵塞或泄漏的风险。例如，头皮针和留置针的

选择应根据患儿的年龄、病情和血管条件来决定 [3]。穿刺成



医师在线  Physician Online  —  155  —

医师在线 2024 年第 11 卷第 1 期

( 上接第 153 页 )

手术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优质护理服务是近年来提出的一

种现代化的、人性化的护理模式，该护理模式提倡为患者提

供人性化的护理服务，要求护理人员充分考虑患者的身心需

求，通过优化基础护理服务措施，为患者提供全面、细致的

护理服务，以充分满足患者的身心需求，从而为患者的早日

康复奠定良好基础。在手术室护理中，秉持“以患者为中心”

的理念，强化常规护理内容，深入扩展临床护理内容，从心

理、生理、社会等方面对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尽可能地减轻

患者的不适感，有利于患者的早期康复 [4]。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接受手术室优质护理的实验组患者，其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说明相比手术室常规护理，实施手术室优质护理能够有效减

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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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优化护理模式，提高护理效果 [3]。

细节化护理能够关注患者心理状况，对患者积极沟通和

评估，对不良情绪积极引导，利于产妇心理稳定，从而提高

身体恢复速度，同时监测出血量变化，能够及时作出应对，

防止诱发风险，更好的保障产妇安全，所以细节化护理对产

后出血患者十分重要 [4-5]。

研究证明，试验组患者不良情绪评分明显低于参照组

（P ＜ 0.05）；试验组患者产后出血量明显低于参照组（P ＜

0.05）。

综上所述，细节化护理对产后出血患者出血量、心理状

态的影响效果显著，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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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后，妥善固定针头并调整滴速，可以避免针头移动或脱落，

确保药物能够均匀、稳定地输注到患儿体内。精准的穿刺可

以减少反复穿刺的需要，减轻患儿的痛苦。通过定时巡查，

护理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异常情况，如滴速不合适、

针头移位或患儿出现不良反应等。这样能够确保问题得到及

时解决，防止事态恶化 [4]。

针对性的输液护理可以提升急诊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原因在于，针对性的输液护理不仅关注患儿的身体

健康，还关注其心理需求。在输液过程中，护士会主动与患

儿及家属沟通，解答疑问，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这种关心

和关注让患儿及家属感受到温暖和尊重，提高了他们对护理

服务的满意度。实施针对性的输液护理要求护士具备丰富的

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护士能够根据患儿的个体差异选择合

适的输液工具、精准穿刺并妥善固定，保证输液过程的安全

与舒适。患儿及家属能够感受到护士的专业素养，进而对护

理服务产生信任和满意。在输液过程中，护士会主动与患儿

及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告知用药目的、注意事项、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以及寻求帮助的方式等。这种及时、透明的沟通

增强了患儿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减少了误解和

纠纷。

总而言之，儿科急诊护理中针对性的输液护理更注重细

节和个体差异，旨在为每个患儿提供安全、舒适和有效的输

液体验。可以减少急诊患儿输液中的问题，提高护理质量，

保障患儿的安全和健康，提升家属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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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儿护理后满意度对比（分，χ±s）

组别 例数 护理环境 服务态度 服务专业度 服务质量 总分

观察组 46 22.53±2.52 24.53±1.58 23.55±2.56 22.45±2.68 98.25±3.56

对照组 46 22.34±1.53 20.35±2.54 21.54±1.53 20.16±1.63 89.63±2.74

T / 2.966 3.978 4.886 4.393 3.677

P / <0.05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