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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陈低低出生体重儿医源性皮肤损伤癿敁果探认 

孚培培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陊，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目癿：研究在低出生体重儿患者护理过程中，通过采叏预见性护理对陈低医源性皮肤损伤癿临床敁果。斱法：选择在
2017年 12月至 2019年 12月在我陊接叐治疗癿低出生体重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筛选，兯有 74名患者纳入研究范围，通
过采叏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呾实验组，每组患者 37名，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觃护理，实验组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
对比两组患者因源性皮肤损伤癿出现概率。结果：实验组患者癿医源性皮肤损伤概率明显低亍对照组患者，丏实验组患者収育
较好。结论：通过在临床中对低出生体重儿采叏预见性护理癿措斲，能够有敁陈低临床中医源性皮肤损伤癿収生几率，促迚患
儿癿収育，在临床中具有较大癿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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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不断深入推进，高龄产妇不断增加，
在临床中低体重儿的数量明显增加。在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
发展下，辅助生殖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低体重儿的身体
发育较为不健全，在临床中存在着诸多并发症，给护理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源性皮肤损伤指的是在治疗护理工作
中，由于仪器故障或者医护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的与患者
原发疾病不相关的皮肤损伤，在新生儿护理工作中，皮肤护
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特别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患者
的皮肤发育较差，容易出现皮肤损伤，导致皮肤出现感染，
除此以外由于这一类患者的自身防御能力较差容易继发产生
感染，我院针对这一现状，在护理工作中采取预见性护理措
施，有效降低了临床中医源性损伤的发生几率，具体研究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 2017年 12月至 2019年 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低出生体重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筛选共有 74名患者纳入研
究范围，通过采取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每组患者 37 名，在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有 20 例，型患
者有 17例，患者的最小胎龄为 29周，患儿的最大胎龄为 35

周，患儿的最轻体重为 812 克，患儿的最重体重为 1952 克，
患儿的平均体重为 1711克，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在实
验中患者中，男性患者有 19 例，女性患者有 18 例，患儿的
最小胎龄为 27 周，患儿的最大胎龄为 34 周，患儿的最轻体
重为 807克，患儿的最重体重为 2024克，患儿的平均体重为
1698克，实验组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当患者早期不具备喂养条件
时，对患者实施静脉营养支持，它对患者的导管护理，由营
养支持逐渐转变为经口喂养。每天对患儿所处的温箱进行一
次清洁工作，对温箱进行每周更换，在护理过程中对患儿进
行发展性干预，医护工作人员定期对患者进行营养状况、生
长发育以及神经运动检查，尝试对患儿进行抚触、触觉训练，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密切观察和监护，尤其是患儿的精神状态，
看其是否呈现出病理学特征，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通告
医生进行处理。早期对患者进行常规吸氧治疗，规范化的对
患儿吸痰，定期对患儿进行随访，做好出院指导工作。 

1.2.2 实验组患者护理方法 

（1）对当前的护理工作排班进行优化：相关研究表明查
房不到位以及夜班不足是导致当前临床中出现炎性损伤的主
要原因，加强对当前护理工作排班的优化，在查房过程中注
意新老搭配，及时发现，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医源性损伤以
及相关的不合理护理行为，及时发现在护理工作中的潜在风
险，针对发现的风险进行及时处理，并做好相关信息记录。 

（2）提高一线护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出现医源性皮
肤损伤，不仅仅是护理工作人员的操作出现问题，也是由于
护理管理工作出现差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护士的综合素
质缺乏，在临床中缺乏对医源性皮肤损伤的重视，在护理操
作过程中缺乏质量控制意识。在临床中需要提高医护工作人
员对于医源性损伤的重视程度，加强对细节的管理，每个护
理工作人员做好份内事情，不断提高自身的护理素质，提升
当前的临床护理质量。 

2 结果 

在实验组患者中仅出现两例医源性皮肤损伤事件，其中
一例为药物外渗，另一例为摩擦伤，医源性皮肤损伤发生几
率为 5.41%。在实验组患者中共计出现 17例医源性皮肤损伤
事件，其中有 1例患者为药物外渗，3例患者为压伤，4例患
者为划伤，5例患者出现粘贴伤，4例患者出现摩擦伤，医源
性皮肤损伤事件发生几率为 45.9%。实验组患者的医源性皮
肤损伤事件发生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相关数据具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在临床中低出生体重儿容易发生医源性皮肤损伤，据不
完全统计，在临床中发生几率大约为 10%至 60%之间，产生较
大的差异，是因为护理质量有所区别，因此在护理工作中加
强对护理工作的管理，能够有效预防医源性皮肤损伤，从医
源性皮肤损伤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压伤、药物外渗、粘贴
伤以及摩擦伤等，极低出生体重儿在医院内停留时间较长，
在临床中接受治疗的频率较高，这大大增加了临床医源性皮
肤损伤的出现几率。控制这一事件的发生几率需要从多方面
着手，提高当前的临床护理工作的质量，减少院内停留以及
缩短这段时间对于预防这一事件有着重要的意义。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临床中通过采取预见性护理，
措施能够有效减少极低体重儿医源性皮肤损伤事件的发生几
率，促进患者更好的康复，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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