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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儿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刘国磊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儿科 安徽 亳州 236800

摘 要：目的：讨论细节护理在小儿科护理管理方法中的运用实际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1月~2021年12月医
院接诊的140例住院治疗患儿做为研究主体，选用随机数字表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一组各70例。对照组执行基本
护理管理方法，观察组执行细节管理方法；对2组护理不良反应、医患纠纷案件、护理错漏、病发症产生情况和护理
总满意率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不良反应、医患纠纷案件、患儿病发症发病率及其家属护理错误率均低于对照组，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护理总满意率高过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对小儿科
开展细节管理方法，护理管理成效突显，护理不良反应、护理错漏、患儿病发症发病率及护理纠纷案件等发病率均减

少，患儿亲属对护理的服务质量增强，细节护理归属于较理想的小儿科护理管理模式，需要临床医学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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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是全面研究小儿时期身心发育、健康保健及疾

病防治综合医药学科学。儿童期独立开设心理卫生科，

根本原因是这一阶段小儿的身体、心理健康状况还处在

发展趋势情况，不够成熟。因为儿童阶段免疫能力差、

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低，比较容易发病，且发病后一般

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状况。因而，儿童期群体就诊时，医

护人员必须具备对于少年儿童特点的专业技能能量和丰

富专业经验，同时也需要更具体的健康服务。本研究关

键讨论细节医护用于儿科护理管理的性能和方式[1]。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住院140名儿童做为研

究主体。纳入标准：①积极治疗整个过程；②没有明显

器质性疾病。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精神障碍的孩子；②

年龄 < 3月患儿。任意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一组各
70例。对照组含有41名男性和29名女性。年纪3个月到12
岁，均值(4.8±1.9)岁。上呼吸道感染20例，支气管肺炎
28例，病毒性肠炎22例。观察组中，男士40例，女性30
例；年龄4月~11岁，均值(5.1±2.0)岁。包含上呼吸道感染
19例，支气管肺炎27例，病毒性肠炎24例。患者家属均
知情同意，并通过医院门诊部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2组
的一般信息相对较好，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
备对比性[2]。

1.2  方法
照组选用基本儿科护理方式，依据小儿科病人的年

纪、病情和确诊状况分配住院病房。危重患儿必须安排

在ICU或急救室，危重患儿应有专业技术人员监测。医院
病床空气流通，自然环境温度湿度适合。人体体温、吸

气、脉博、血压值等。每天按时精确测量，每星期纪录

一次重量。依据检验结果和病情，对患儿及其家属开展

健康教育知识宣传策划。依据医师的意见，合理膳食。

亲朋好友帮助搜集复查样版。搞好少年儿童以及一个家

庭的健康教育知识、生理心理医护，协助少年儿童养成

良好的习惯。观查患儿状况，发现的问题后及时通知医

师，紧密配合有关紧急措施。出院之后，对患儿亲属开

展出院指导，随后医院病床企业最终解决。观察组在对

照实验组护理服务中采用小细节医护，具体内容如下：

下派专业知识扎实、临床医学医学护理经验丰富的技术

人员医护队友参加小细节医护。医护人员应参与小细节

医护专家教授，并通过培训。核心内容儿科护理专业能

力、专业能力、小细节医护核心价值、小儿科小细节医

护实施路径、岗位工作职责、沟通的技巧及最新法律法

规。依据小细节医护的核心理念，融合大学本科详细情

况，制订《儿科细节护理实施办法》，总体精心安排各

类护理措施。优质护理服务新项目按《细则》实行，然

后由医护人员监管。对不严格执行《细则》的护理工作

人员、对护理措施中出差错和疏忽的，视情节轻重纳入

绩效考核范畴，并和医护人员绩效考核工资挂勾。孩子

住院后，有专业的医院病床护理人员，主要是针对相对

应小孩的具体护理措施。孩子住院后，医院病床护理人

员必须搜集小孩的详细资料，对他们进行综合评定。

#039;病情、关键护理措施、不安全因素等。结合材料情
况进行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制订可操作性强的护理工

作计划。危重患儿管床护士应陪同检查、监测和引导，

避免欠佳情况的发生。观查小孩的日常主要表现，在方

式上积极主动和孩子沟通，依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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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慰小孩，充足得到小孩的肯定。医院病床巡查的输出

功率是：精确测量和纪录人体体温、脉博、血压范围、

氧饱和度等相关信息，观查有关指标趋势分析，积极详

细询问患儿饮食、大便、睡眠、精神面貌等状况，便于

对患儿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警惕，为患儿制订营养元素

方案，并指导和帮助亲属饲养患儿。提示亲人搞好小孩

的隔热保温工作中。执行医嘱给患儿用药。服药时，两

个人需要对药物信息进行检验，安全用药。每一次服药

时，需向病人表明药品名称和功效，并复诊患者信息，

防止用药不正确。尤其要注意吃药后的疗效和药品不良

反应，出现异常状况一定要给医生汇报。留意医护复印

件规范和标准，字迹工整。依据患儿的实际情况，对患

儿亲属进行了详细健康教育知识解读，并且对患儿治疗

过程中及出院之后饮食、歇息、服药等方式了详细的介

绍。留意医院病房内床品套件模块的维护保养、清理、

消毒和灭菌。指导家庭主要成员对幼儿所使用的各种各

样日常生活用品开展彻底清洗、消毒杀菌、杀菌。消除

病房间内不必要物件、医疗机械，防止下地工作的时候

摔倒。家属平常必须具体指导床侧防护栏加宽，防止掉

床。出院后，进行详细的出院指导，嘱患儿家属准时用

药，准时去医院复查等[3]。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对2组护理不良反应及护理错漏和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护理纠纷案件难题、患者亲属对医院的护理满意度

进行统计、剖析和比较。依据《常见临床医学护理技术

性服务质量标准》对2组护理实际效果作出评价，满分为
100分，分3个等级， < 70分是不满意，70~90分表明基本
上满意， > 90分表明十分满意。护理总满意度=（十分满
意基本上满意）例数/总例数×100%[4]。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SPSS 18.0应用统计学手机软件对统计数据执行

统计分析解决，计数资料用（x±s）表明，选用t检验，计
量资料用（%）表明，选用χ2检测，以P < 0.05为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观察组护理不良反应、医患纠纷案件、护理错漏和

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实验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1）。

表1��两组护理不良事件、护患纠纷、护理差错和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护理不良事件 护患纠纷 护理差错 并发症

观察组 70 3（4.29） 2（2.86） 2（2.86） 8（11.43）

对照组 70 12（17.14） 10（14.29） 8（11.43） 17（24.29）

χ2值 4.7787 4.4661 3.8769 3.9443
P值 0.0288 0.0346 0.0490 0.0470

2.2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的比较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表2）。
表2��两组护理总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70 38（54.29） 29（41.43） 3（4.29） 67（95.71）

对照组 70 29（41.43） 30（42.86）
11

（15.71）
59（84.29）

χ2值 5.0794

P值 0.0242

3��讨论

儿科是医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也是非常

特殊部门。因为医治目标正处在成长期，患儿抵抗力

差，易导致很多疾病，且临床医学治疗中欠缺自主行为

思维能力，医治依从性差，疏忽大意不但影响身体健

康，并且严重危害患儿人身安全。此外，随着社会的发

展，患儿亲属对预防和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护理

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不断加强护理管理水

平，提高护理质量变得尤为重要[5]。

细节管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管理，它是以规范化的

护理流程和改善的实际护理内容是基本，以多方位管理

和专业化为抓手，给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项目，妥

善处置医院门诊、患儿和亲属之间的关系，降低医患冲

突的产生，将细节管理用于小儿科护理管理，进一步规

范小儿科护理工作职责，提升护理工作中主要内容。依

据早期护理工作总结报告，综合评定、剖析、分辨后半

期护理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应

急处置措施，保证护理工作中实效性。除此之外，细节

管理也可以根据患儿实际情况，在有计划的护理工作上

开展，以满足自己的每一个合理规定，并得到护理工作

上亲属的认可，而细节管理都是基于完整的管理制度和

评价制度的基础上的。为护理相关工作的平稳发展提供

了制约与控制，考核制度的实行也可以不断提升护理人



2023� 第5卷�第1期·临床医学前沿

94

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以达到护理品质的效果。

3.1  儿科护理执行细节管理的重要性
受我国放开“二孩”制度的危害，在我国人口增长

率的提高代表着出现更多小孩。现阶段，很多家长对孩

子的文化教育过度娇惯，减少了小孩的自觉性耐心。

假如孩子生病，护理人员的护理难度系数还会间接地提

升。细节管理在公司管理中的运用普遍在公司日常管理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细节管理注重管理流程的系统化

和全面性，规定公司员工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做好本职

工作，做好各个环节细节操纵，尽量避免工作中的失

误、工作效能和工作质量[6]。

3.2  儿科护理实施细节管理的优势
细节管理的主要特点要在总体统一管理的前提下重

视各类细节，处理好工作中的每个细节问题，很多医院

为了能护理品质在护理环节中开展细节管理，取得了良

好的护理管理实际效果。细节管理能够促进儿科护理工

作方式的高效变化，与此同时健全护理相关工作的各个

阶段。护理方式在这一方面慢慢演化以病症护理为主体

的护理核心理念，确立患儿要求，加强对患儿的关注和

高度重视幅度，变化传统式交流方式，营销推广双向沟

通方式为护理中的运用，患儿的治疗方法匹配度，有效

降低护理失误和护患纠纷等的发生率，有效降低患儿在

医院感染率或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护理质量[7]。

3.3  儿科护理实施细节管理的效果
医院儿科执行精细化管理和护理管理方法至今，提

升了儿科护理品质，提升了护理人员的护理专业水平和

职业道德规范。医院意识到了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

在日常管理方法里将精细化管理用于儿科护理管理的不

同阶段。医院儿科护理管理方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儿

科护士的护理变得十分积极主动和方便。护理工作人员

积极与少年儿童沟通与融洽；讨论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方案。儿科护理缺陷和护理错漏发病率明显降

低，患者不良反应发病率明显降低，医患纠纷案件非常

少发生，患儿家属对于医院的护理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儿科护理管理方面选用细节管

理方法实效性，选用细节护理管理方法患儿病发症发生

率小于基本护理患儿，医患纠纷案件发生率护理错漏发

生率小于基本护理，护理总满意率高过基本护理（P < 
0.05）。提醒对儿科患儿推行细节管理方法效果较好[8]。

总的来说，对医院儿科执行实施细节管理方法得到更

好的护理管理成效，护理不良反应、医患纠纷案件、护理

错漏和患儿病发症发生率减少，患儿亲属对医院的护理满

意率大幅提升，细节管理方法都是比较最理想的儿科护理

管理模式，其具有相对较高的临床治疗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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