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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护理 + 细节护理对小儿发热家属不良情绪的改善探讨

刘方　陈恬恬 *

南通大学附属南通妇幼保健院　江苏南通　226007

摘　要：目的：观察预防性护理与细节护理综合方案作用于缓解小儿发热家属负面情绪的积极作用。方法：86 例发热患儿

是我院本次研究的对象，患儿最早就医时段为 2023 年 9 月，最晚就医时段为 2024 年 3 月，此次研究的小组名称分别为对

照组、观察组，前者的护理方案为常规护理，后者为预防性护理联合细节护理，小组成员数皆为 43 例，将两组在康复用时、

家属心理状态及家属满意度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的体温复常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家属的焦虑（SAS）

及抑郁（SDS）得分较对照组低，且护理满意度（95.35％）高于对照组（79.07％）（P<0.05）。结论：在预防性护理联合

细节护理方案的干预下，发热患儿在较短时间内体温恢复正常，患儿家属的不良情绪也得以改善，对护理措施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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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儿童的身体抵抗力较差，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受过

敏原、季节变换、穿衣较少及不当饮食等因素的影响，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发热症状，且发病后呈现出病程进展速度迅猛

的特点，故须及时接受科学的救护措施 [1-2]。低龄儿童普

遍存在沟通困难及自制力差的情况，在对患儿进行护理时需

要考虑到其自身特点，这样才能减轻患儿家属诸多方面的顾

虑，减少护患纠纷 [3]。本文就预防性护理与细节护理方案缓

解小儿发热家属不良心态的效果进行评估，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陆续来院就医的 86 例

发热患儿符合我院本次研究的标准，根据护理方案的不同将

其中一半的患者纳入对照组，剩余患者归属观察组。

纳入标准：患儿均伴有发热症状；患儿家属知晓本次

医学实验的流程，在知情同意书上署名；患儿的基础资料真

实且完整；此次医学实验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患儿伴有先天性危重病症；患儿情绪起伏

较大，哭闹不止，不配合护理人员的相关干预措施。

对照组：患儿男女数量的比例为 29:14；年龄最小、最

大值为 2 岁及 7 岁，（4.29±2.35）岁为其均值；病程区间

为 2-5d，平均数值为（3.19±1.36）d；家属文化程度：初

中及以下学历：中专或者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 =10：

19：14。

观察组：患儿男女数量的比例为 27:16；年龄最小、最

大值为 1 岁及 8 岁，（4.36±2.52）岁为其均值；病程区间

为 1-6d，平均数值为（3.32±1.59）d；家属文化程度：初

中及以下学历：中专或者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 =9：

21：13。

将上述信息录入 SPSS25.0 软件中，结果为 p ＞ 0.05，

表示数据平衡。

1.2 方法

1.2.1 具体方案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

观察组为预防性护理与细节护理综合方案：①预防性

护理：患儿家属等待患儿临床相关指标化验单期间，容易出

现烦躁不安、焦虑等情绪，护理人员指导患儿家属佩戴防护

口罩、做好自身清洁卫生；并告知个人卫生习惯对患儿发热

症状好转的积极作用，可得到患儿家属的理解、配合；通

过与患儿家属家常式沟通，可知晓其负面情绪严重的原因，

之后进行针对性地心理疏导，可增加其内心的安全感，获得

患儿家属的信任；②细节护理：护理人员基于患儿病情及其

性格特点，与患儿沟通时的语气较为温和，亲和力十足的语

言可让发热患儿哭闹不止的情绪得以缓和，有利于转移患儿

对机体不适感的注意力；之后用生动形象的卡通图片、视频

对患儿讲述发热的危害性及护理措施的重要性，可增加患儿

对医护人员救护措施的配合度，减少其对救护措施的抵触情

绪，也能让患儿家属明白护理人员的良苦用心，规避护患纠

纷；护患沟通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可降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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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风险；③康复护理：护理人员将患儿病房布置成患儿

喜欢的卡通环境，之后播放患儿喜闻乐见的童谣，可优化患

儿的住院舒适度；告知患儿家属患儿每日所须服用药物的种

类、剂量，在患儿病情有所好转后仍遵医嘱按时提醒患儿服

药，可确保治疗效果，防止病情复发。

1.2.2 效果评估

1.2.2.1 康复用时。记录两组患儿的体温复常及住院所需

时间。

1.2.2.2 家属心理状态。测量所有研究对象家属心理状态

的标准为国际通用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分低则佳。

1.2.2.3 家属护理满意度。评估依据为纽卡斯尔护理满意

度调查表（NSNS），调查表共包含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

不满意三个选项，护理满意度 = 非常满意率 + 一般满意率。

1.3 统计学处理

处理软件为 SPSS25.0，数据类型为计数数据（家属护

理满意度）和计量数据（康复用时及家属心理状态），前者

通过（%）以表达，施以 X2 检验表示检验结果，后者通过

（ sx ± ）以表示，施以 t 检验表示检验结果。如果 P<0.05,

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康复用时

对照组的体温复常及住院用时均长于观察组（P<0.05）。

表 1 康复用时（ sx ± ）

组别 n 体温恢复正常所用时间（h）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43 34.79±6.28 5.32±1.49

观察组 43 26.18±5.63 4.41±1.26

t 6.694 3.058

P 0.000 0.003

2.2 家属心理状态

对照组及观察组护理前的负面情绪无明显差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的两项心理状态指标得分均低于对

照组（P<0.05）。

表 2 家属心理状态（分， sx ± ）

组别 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3 52.67±3.59 47.24±3.73 54.82±2.81 48.63±3.14

观察组 43 52.85±3.71 41.68±3.15 55.29±2.96 42.97±3.32

t 0.229 7.468 0.755 8.122

P 0.820 0.000 0.452 0.000

2.3 家属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79.07％，观察组则为 95.35％，

经比对可知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低于观察组（P<0.05）。

表 3 家属护理满意度（例，％）

组别 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
度

对照组 43 14（32.56） 20（46.51） 9（20.93） 79.07

观察组 43 19（44.19） 22（51.16） 2（4.65） 95.35

X2 - - - 5.108

P - - - 0.024

3 讨论

儿童是其家属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其身体健康状况

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发热是低龄儿童的常见

病症，如果救护不当，会对患儿身体及智力的后续发育带

来不可逆的伤害 [4-5]。发热患儿家属此段时间容易出现心态

方面的极大波动，故需要制定优质的护理方案，以降低患

儿家属可能对护理措施造成的负面影响 [6]。预防性护理联

合细节护理可就患儿家属担心的护理问题进行有效干预，

可促进患儿临床症状的好转，有利于患儿及其家庭生活质

量水平的提升 [7]。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儿康复用时较短，得益于预防

性护理及细节护理方案的综合干预措施，患儿家属的医学认

知水平提升幅度明显，患儿及其家属对相关措施的配合度较

高。在护理人员人性化的护理干预下，患儿家属对护理措施

有了正确的理解，之前内心的抵触心理得以减轻，对护理人

员的相关干预措施比较认可，因此观察组家属护理后的心理

状态得分较佳。在预防性护理及细节护理的联合干预下，患

儿及其家属的护理诉求得以满足，患儿家属内心的负面情绪

得以改善，人性化的干预举措让患儿的发热症状快速缓解，

病情康复用时较短，因此观察组家属的满意度较高。

综上所述，预防性护理及细节护理综合方案可在较短

时间内促进患儿病情的好转，有效改善发热患儿家属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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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家属比较满意，具备在临床一线推广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蕾 , 冯敏 . 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护理模式在小儿发

热护理中的效果 [J]. 中外医药研究 ,2023,2(16):108-110.

[2] 朱未未 , 江燕 , 王丽 . 互联网 + 健康教育在小儿先天

性心脏病家长教育中的应用及对家属负性情绪的改善效果

[J]. 中国妇幼保健 ,2023,38(13):2471-2474. 

[3] 黄 缨 茹 , 覃 芳 华 . 医 疗 游 戏 干 预 对 感 染 科 发

热 患 儿 情 绪 行 为 以 及 父 母 角 色 紧 张 的 影 响 [J]. 当 代 护

士 ,2022,29(12):76-79. 

[4] 周海溶 , 牛丹 , 王思敏 , 等 . 心理干预联合图文沟通

护理对重症肺炎患儿负性情绪及家属健康知晓度的影响 [J]. 

中国医药导报 ,2022,19(26):171-174. 

[5] 崔茹洁 , 张雯雯 , 丁燕曙 , 等 . 基于 Gross 情绪管理理

论的干预在脑瘫患儿家属负性情绪管理中的实践研究 [J]. 全

科护理 ,2022,20(15):2095-2099. 

[6] 李月明 . 童趣化干预应用于过敏性紫癜患儿的效果

及对患儿遵医行为及家属负性情绪的影响 [J]. 山西卫生健康

职业学院学报 ,2022,32(6):119-120.

[7] 卢小红 . 全程绿色通道护理模式对小儿高热惊厥救治

效果及家属满意度的影响 [J]. 基层医学论坛 ,2022,26(29):121-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