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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风险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研究

孔虹宇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嘉兴 314500

摘� 要：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儿科护理需求日益增加，然而风险因素也随之凸显。本文深度剖析儿科护理

中常见的风险因素，如感染、意外事件、药物误用等，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通过这些研究，为提升

儿科护理的整体质量，确保患儿的安全健康提供宝贵的参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创新，与时俱进，是我们共

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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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科护理的重要性

儿科护理在医疗服务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

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生命安全。儿童的生理和心理

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医疗过程中需要更加细心和专业的

护理。因此，儿科护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第一，儿科

护理关注儿童的全面成长。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成长质量。

儿科护理人员通过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监测儿童的生

长发育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健康问题，为儿童的

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第二，儿科护理有助于预防和

减轻疾病对儿童的影响。儿童由于免疫系统相对较弱，

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儿科护理人员通过科学规范的护

理操作，帮助患儿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减轻疾病带来的

痛苦。同时，还能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

康复指导，促进患儿尽快恢复健康[1]。第三，儿科护理注

重儿童心理健康的培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各种

心理挑战，如适应新环境、处理人际关系等。儿科护理

人员通过关爱和陪伴，为患儿提供心理支持和鼓励，帮

助他们建立自信、形成健全的人格。这种人文关怀不仅

有助于患儿的身心健康，也对他们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

产生积极影响。

2 儿科护理风险因素分析

儿科护理在医疗体系中具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儿

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理、心理特点和发育阶段

都决定儿科护理中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因素。

2.1  感染风险
感染风险是儿科护理中最为突出的风险之一。儿童

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抵抗力较弱，容易受到各种

病原体的侵袭。在医院环境中，由于患儿多、人流量

大，加之医疗设施和环境的消毒不彻底，很容易导致交

叉感染。此外，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操作时，如果不严

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也可能将病原体传播给患儿。因

此，感染风险是儿科护理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2.2  意外事件风险
儿童天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自我保护能力相对

较弱，容易发生跌倒、烫伤、误吸等意外事件。在儿科

护理中，护理人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对病房环境进行

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

对家长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共同防范

意外事件的发生。

2.3  药物使用风险
儿童药物使用具有其特殊性，药物剂量精确、种类

繁多，而且儿童的肝肾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对药物的代

谢和排泄能力较弱。在儿科护理中，药物使用风险也是

不容忽视的问题。护理人员需要严格按照医生的医嘱进

行药物配制和发放，确保药物使用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进行用药教育，让家长了解

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避免药物误用或过量使用。

2.4  护理操作风险
护理操作是儿科护理中最为常见的工作内容之一。

由于儿童的生理特点，护理操作往往具有一定的难度和

风险。例如，给新生儿进行静脉注射时，由于血管细

小，操作难度大，容易造成穿刺失败或血管损伤。还

有，给患儿进行吸痰操作时，如果操作不当，可能造成

呼吸道黏膜损伤或误吸等风险。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具

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确保护理操作的

准确性和安全性[2]。

3 儿科护理防范措施研究

3.1  加强感染控制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详细的感染控制政策和流程，包

括环境消毒、手卫生、隔离措施、无菌操作等。同时，

定期对制度进行更新和修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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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病原体特点。通过定期培训和教育活动，使护理

人员深刻认识到感染控制的重要性，并熟练掌握感染防

控知识和技能。还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护理人

员在日常工作中积极践行感染控制措施。在环境管理方

面，保持病房清洁、整洁、通风是关键。应定期对病房

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特别是对高频接触物品和表面进

行重点清洁。同时，合理规划病房布局和流线，减少患

儿和家属在医院内的交叉流动，降低感染风险。针对患

儿个人卫生教育，护理人员应在日常护理中向家长和患

儿传授正确的洗手方法、呼吸道卫生习惯等，提高他们

的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免疫力较低的患儿，可采取必要

的隔离措施，减少与外界的接触，降低感染风险。在药

物使用方面，除了严格遵守药物使用指南和配伍禁忌

外，还应关注药物的无菌操作。护理人员在配药、给药

过程中，应确保药品的清洁和无菌，避免污染和感染的

发生。应按照相关规定对医疗废弃物进行分类、包装、

运输和处理，防止废弃物的二次污染和感染传播。

3.2  防范意外事件发生
儿科护理中，意外事件的防范是确保护理安全、提

升患儿满意度的关键措施。第一，病房环境的安全检查

至关重要。护理人员应定期对病房设施进行细致的检

查，包括床铺、围栏、地面、电源插座等，确保其安全

性能良好。同时，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及时维

修或更换，确保患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接受治疗。第

二，加强患儿及家长的安全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护理

人员在入院宣教时，应详细向家长介绍病房环境、安全

设施的使用方法以及日常注意事项。此外，在护理过程

中，还应随时提醒家长关注患儿的安全，特别是在患儿

活动时，要确保有家长陪伴，防止跌倒、碰撞等意外事

件的发生。第三，对于特殊情况的患儿，护理人员应采

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例如，对于行动不便的患儿，可

使用约束带、床栏等辅助设备，确保他们的安全；对于

存在误吸风险的患儿，护理人员在喂食时应保持患儿头

部抬高，避免食物误入呼吸道。第四，护理人员还需要

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应时

刻保持警惕，对患儿的活动和病情变化进行密切观察。

一旦发现异常或潜在的安全隐患，应立即采取有效的措

施进行处理，确保患儿的安全[3]。第五，建立完善的意

外事件报告和处理机制也是防范意外事件发生的重要手

段。医疗机构应制定详细的意外事件报告流程和处理规

范，确保在意外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准确地进行处

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风险。

3.3  规范药物使用

首先，建立健全药物管理制度至关重要。医疗机构

应制定详细的儿科药物使用指南和操作规范，明确各类

药物的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同

时，应建立完善的药物储存和分发制度，确保药物储存

环境安全、干燥、避光，并定期对药物进行盘点和检

查，防止过期或变质药物的使用。其次，提高护理人员

药物知识水平和使用技能也至关重要。医疗机构应定期

组织护理人员参加药物知识培训，使他们熟悉儿科常用

药物的名称、作用机理、不良反应等，并掌握正确的药

物配制、给药方法和观察技能。还应加强对护理人员药

物使用操作的监督和考核，确保他们在工作中能够严格

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在患儿药物使用方面，护理人员应

严格执行医生的医嘱，确保药物使用的准确性和安全

性。在给药前，应仔细核对患儿的姓名、年龄、药物名

称、剂量等信息，避免用药错误。在给药过程中，应注

意观察患儿的反应和病情变化，如发现异常应及时报告

医生并采取相应措施。加强药物使用宣教也是防范药物

使用风险的重要措施。护理人员应向患儿家长详细讲解

药物的名称、作用、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并告知家

长在给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同

时，还应提醒家长注意保管好药物，避免患儿误服或滥

用。最后，建立完善的药物不良事件报告和处理机制也

是规范药物使用的重要保障。医疗机构应制定药物不良

事件报告流程和处理规范，鼓励护理人员积极报告疑似

药物不良事件，确保相关信息得到及时、准确的处理和

反馈。

3.4  提升护理操作水平
在儿科护理中，护理操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直接关

系到患儿的治疗效果与护理体验。为了提升护理操作水

平，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确保护理人员具备精湛的操作

技能和高度的责任心。（1）持续的教育与培训是提升
护理操作水平的基础。医疗机构应定期组织儿科护理人

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涵盖最新的护理理念、技术和设

备操作。通过模拟操作、案例分析、实践操作考核等形

式，确保护理人员熟练掌握各项护理技能，并能在实际

工作中灵活运用。（2）建立护理操作标准化流程是关
键。针对儿科常见的护理操作，如静脉注射、吸氧、吸

痰等，应制定详细的操作标准，明确每一步的操作要点

和注意事项。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操作时，应严格按照

标准化流程进行，确保操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3）
加强护理人员的沟通与协作能力也是提升护理操作水平

的重要一环。在日常工作中，护理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

通能力，能够准确理解医生、患儿及家长的需求，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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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操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护理人员之间也应加强协

作，形成团队合力，共同应对各种护理挑战。（4）提高
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职业素养同样不可或缺。医疗机构

应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促使护理人员

认真对待每一个护理操作，关注每一个护理细节，确保

患儿得到最佳的护理服务。（5）持续改进和质量监控是
提升护理操作水平的保障。医疗机构应定期对护理操作

进行评估和反馈，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不断优化护理流

程。同时，通过质量监控机制，确保护理操作的持续改

进和提升。

4 儿科护理风险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案例研究

4.1  药物给予风险与防范措施案例分析
在儿科护理中，药物给予是一个高风险的环节。由于

儿童生理特点与成人不同，药物代谢和排泄速度较慢，易

导致药物过量或中毒。因此，对于药物的给予必须非常

小心。例如，在某一儿科医院，曾发生一起误用成人剂

量药物的事件。原因是护理人员未仔细核对患儿年龄和

体重，错误地使用了成人剂量的药物。幸运的是，及时

发现并采取了有效的救治措施，患儿最终康复。

防范措施：建立健全药物使用制度，包括药物的储

存、分发、使用等各个环节，确保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加强护理人员的药物知识培训，熟悉儿童常用药品

的名称、规格、用法用量及不良反应等；在给药前，护

理人员应认真核对患儿的姓名、年龄、体重、药物过敏

史等信息，确保用药的准确性；严格遵循医生的医嘱，

不得擅自更改药物的剂量和用法[4]。

4.2  意外伤害的风险与防范措施案例分析
意外伤害是儿科护理中常见的风险之一。由于患儿

年龄小、好奇心强，容易发生跌倒、烫伤、窒息等意

外。例如，在某儿科病房，一名2岁患儿因玩耍时不慎摔
倒，导致头部受伤。虽然及时处理，但仍给患儿及家长

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和身体伤害。

防范措施：加强病房安全管理，确保环境整洁、干

燥、无障碍物；对患儿及家长进行安全教育，告知他们

病房内的安全设施和注意事项，提高安全意识；使用防

护设备，如床栏、约束带等，防止患儿跌倒或坠床；护

理人员应加强巡视，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

4.3  传染病防控的风险与防范措施案例分析
儿科病房中，由于患儿抵抗力较弱，易感染各类传

染病。如未做好防控措施，极易造成疫情爆发。例如，

在某儿科医院，因未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导致一次

手足口病的疫情爆发，多名患儿被感染。

防范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制度，包括患儿入

院筛查、隔离治疗、病房消毒等各个环节；加强护理人

员的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提高他们的防控意识和能

力；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确保病房环境的卫生和安

全；对疑似传染病的患儿应及时进行隔离和治疗，防止

疫情的扩散；通过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以降低这些

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医疗机构和护理人员应不断加

强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为患儿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

护理服务。

结束语

儿科护理的风险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医疗机

构、护理人员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风险意识教

育，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以及完善护理管

理制度和流程，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科护理中的风险发生

率。未来，期待儿科护理领域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为

患儿提供更加安全、专业和人性化的护理服务，让每一

个孩子都能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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