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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小儿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甄雯静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 宝鸡 721004

探讨分析优质护理在小儿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20年5月～2021年7月期

间在小儿内科病房收治的110例患儿参与本次研究。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每组各55例。参照组实行常规护理管理，研

究组基于参照组护理措施，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结果：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不良事

件发生率为7.27%，明显低于参照组的20.0%，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具体见表1。两组患儿治疗依

从性比较：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治疗依从率（94.55%）明显高于参照组的78.18%，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具体见表2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家属对小儿内科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96.36%，明

显高于参照组的72.73%。具体见表3。结论：在医院内科科室中，小儿内科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患儿年龄小，病情

复杂，配合性差，这就给护理人员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小儿内科护理管理中实施优质护理服务能够有效提升患儿的依从

性，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增强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应用效果良好，值得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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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儿内科患者较多，年龄较小，由于支持诊疗、疼

痛、位置不明等诸多因素，儿童经常出现哭闹等不良行

为，反过来又鼓励了医疗工作的发展.效果是负面的。由

于治疗室的压力，护士会经历工作压力等负面情绪，而

儿童往往无法在治疗和护理中配合，这增加了对增加压

力的事情错误关注的风险。冲突经常发生。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护理研究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方

向，而衡量护理质量的方法则更好地站在儿童的角度去

思考，从而培养良好的护理和兴趣。一个优秀的护理人

员能够以儿童为中心，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儿童提

供更多的关爱，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促进科学化、人

性化的医疗服务。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2020年3月～2021年7月期间在小儿内科病

房收治的110例患儿参与本次研究。分为研究组与参照

组，每组各55例。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内科诊断标准；②无严重器质性

疾病或免疫缺陷；③无沟通障碍或精神疾患；④临床资

料完整无缺失[1]。

排除标准：①非本科收治者；②意识或认知异常，

无法有效沟通者；③中途退出或拒不配合者；④临床资

料不全者。

方法

参照组实行常规护理管理，护理人员按照一般操

作流程实施护理干预，医院按照常规管理制度进行护

理管理。研究组基于参照组护理措施，实施以下优质

护理服务：

（1）组建护理团队：任命护士长为组长，选拔临床

经验丰富、技能过硬的护士入队。组长组织全体队员开

展优质护理干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使每位队员充分

了解优质护理干预的基本概念、临床表现和护理技能，

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2]。培训结束后，召开小组会议，制

定个人护理计划并实施。

（2）健康教育：了解患者病情，根据患者的文化程

度和性格特点，对疾病相关知识进行普及教育，包括病

因、症状、危险、治疗方法、护理措施和预防措施等。

等，提高患者的非理性知识，提高疾病知识，积极避免

生活中的触发因素[3]，提高服药依从性和护理配合。

（3）成立护理小组，任命护士长作为小组组长，选

择临床经验丰富且各项能力都比较强的护士入组。由组

长组织小组所有成员对优质护理干预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进行培训，使每一位组员都能充分了解优质护理干预的

基础理念、临床优势和护理技巧等，以进一步提高其业

务水平[4]。培训结束后，组织开展小组会议，制定出个体

化的护理管理方案，并贯彻落实。

（4）健康教育：了解患者病情，基于患者文化程度

及性格特征，对其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包

括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危害、治疗手段、护理措施及

预后注意事项，以纠正患者的不合理认知，提高疾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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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水平，主动规避生活中的诱发因素，并提升治疗依从

性及护理配合度。

（5）饮食干预：叮嘱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少

食多餐、细嚼慢咽，保证营养均衡的同时注意饮食清

淡，避免长期摄入辛辣、过冷等刺激性食物。

（6）营造良好的护理环境：儿科内科护士要为儿科

患者营造优质的住院环境，保持房间干净、整洁、清

新，让儿科患者心情更愉悦。与孩子建立积极的沟通，

用温和的语气沟通疾病，不要带有情绪化。

（7）心理护理：内科病因复杂，多为慢性病，治疗

时间长。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经常会出现焦虑、紧张等

负面情绪。护士可以和孩子聊天、玩游戏、讲故事等。

缓解儿童抑郁症，及时明确患者病情，及时为心情不好

的患者提供心理安慰和鼓励，帮助他们减轻心理负担。

告知患者自己的情绪状态在疾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

用。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有助于改善或稳定病情，鼓励

患者对治疗有信心，进一步消除负面情绪。

（8）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旨在全面提高护理

人员的素质。加强护士培训，培养以护士长为组长的护

理服务技能、综合能力和业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护理人

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护理礼仪在日常护理工作

中的落实。护士必须保持良好的职业形象。护士必须保

持工作服整洁、有尊严。在日常工作中，护士必须化淡

妆。他们应该始终以微笑向孩子及其家人提供积极的心

理信号。获得儿童及其家人的信任，增加儿童对治疗和

护理的依从性，有效提高治疗效果[5]。

（9）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构，获得及时有效的反

馈。该部门可以设立一个意见书或意见收集箱。鼓励患

儿及家属积极与护理人员沟通。可以为住院病人开通投

诉热线。及时纠正和反馈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已出院

的孩子定期进行电话回访。

观察指标

① 就两组患儿不良事件（烫伤、药物外渗、跌倒）

总发生率进行比较。

② 就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进行比较。完全依从：患

儿能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工作；部分依从：患儿存在轻微

的抵触性反应；不依从：患儿配合度较差。依从率=（完

全依从例数+部分依从例数）/病例总数×100.0%。

2 结果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为7.27%，明

显低于参照组的20.0%，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具体见表1。

表1 两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例（%）]

组别 例数 跌倒 坠床 烫伤 药物外渗 总发生率

研究组 55 1(0.00) 0(0.00) 1(2.00) 2(4.0) 4(7.27%)

参照组 55 3(5.45) 2(3.64) 4(7.27) 2(3.64) 11(20.00%)

χ2值 6.062

P值 0.015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治疗依从率（94.55%）明显

高于参照组的78.18%，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具体见表2。

表2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对比[例（%）]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体依从率

研究组 55 32(58.18) 20(36.36) 3(54.55) 7(94.55%)

参照组 55 21(38.18) 22(40.00) 12(21.82) 38(78.18%)

χ2值 6.352

P值 0.015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家属对小儿内科护理服务的满

意度为96.36%，明显高于参照组的72.73%。具体见表3。

表3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研究组 55 32（58.18） 26（47.27） 2（1.0） 53（96.36）

参照组 55 21（38.18） 24（43.64） 10（18.18） 40（72.73）

χ2值 26.772

P值 0.013

3 讨论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小儿内科患者的护理中，家长们

都希望医院能够实施最优质的护理方法，确保孩子得到

更好的护理，让孩子早日康复。同时，近年来，我国也

越来越重视医疗卫生质量的提高，强调提高各医疗卫生

单位的医疗质量，促进患者更快康复，并提高医院护理

和医疗服务的质量[6]。儿科内科是收治儿童疾病种类多、

病情复杂的重要科室，对护理工作的标准要求通常也比

较高。

儿科内科护士任务繁重、难度大，精神压力大。为

了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降低护理风险，有必要实施系

统的护理管理。优质护理服务是临床护理模式之一，旨

在优化和拓展以患者为核心的护理服务维度，解决患者

及其家属的实际诊疗需求和医疗问题，促进治愈疾病，

构建和谐良好的护患关系[7]。有学者分析发现，在内科护

理中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围绕患者的护理需求规范护理

人员的职业行为，进一步完善护理服务，有利于提高护

理工作质量，深化护理内涵。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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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患者多层次、个性化的要求。

在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时，所有医疗护士人员都要意

识到优质护理服务对于自身以及患者的重要性，特别是

小儿患者，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掌中宝，孩子比较娇

弱，对小儿实施优质的护理能够促进小儿更好、更快的

恢复健康。此外，医院的护理人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护

理意识，强化自身的护理能力，医院也要重视对护理人

员的专业化培训，将优质服务划入重点培训行列，提升

护理人员的优质护理能力和水平[8]。同时医院和护理人员

也要重视患者的医疗环境，重视对患者的心理情绪和压

力的疏导，耐心的给小儿家属讲解患儿的患病知识，获

得家属的认可和支持，并引导患儿家属共同参与到对小

儿的优质护理服务当中。不仅如此，优质护理服务人员

也要从饮食和生活起居上给予细心的指导和无微不至的

关怀，多与患儿沟通和交流，结合患者的患病特性和患

者的个性化特点来进行优质护理方案的调整和实施，有

针对性的对不同的患儿实施差别化的优质护理服务，这

样使得不同的患儿都能够得到更加细致、周到的护理和

服务，缓解患儿的患病压力，调剂患儿的焦虑情绪，引

导和鼓励患儿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促进患儿更

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促进医院护理品质和效果的有效

提高。采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时，所有医疗护士都必须

意识到优质护理服务对自己和患者，尤其是儿科患者的

重要性。孩子是父母的心和宝贝，孩子比较娇嫩。护理

可以促进儿童更好更快的康复。此外，医院护理人员应

不断提高护理意识，增强自身护理能力。医院还应重视

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将优质服务纳入重点培训行列，

提高护理人员的优质护理能力。同时，医院和护理人员

还应关注患者的就医环境，注意对患者的心理、情绪和

压力的疏导，耐心讲解孩子家属对孩子病情的了解情

况，获得家人的认可和支持，引导孩子的家人共同参与

对孩子的优质照料。不仅如此，高素质的护理服务人员

还应在饮食、起居等方面给予细心指导和精心呵护，多

与孩子交流沟通，根据患者和个体特点开展优质护理方

案。本研究结果显示，内科护理工作中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且不良事件发生

率较低。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医院内科科室中，小儿内科是有一定

的特殊性，由于患儿年龄小，病情复杂，配合性差，这

就给护理人员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小儿内科护理管理中

实施优质护理服务能够有效提升患儿的依从性，降低不

良事件的发生率，增强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应用效果良

好，值得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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