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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护理流程对急诊输液儿童护理质量的影响 

申玲玲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急诊科） 

【摘  要】目的：探析优化护理流程对急诊输液儿童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本次研究对象，源自院内急诊输液儿童100例，2023

年1月-2024年1月，随机数字表法下分组处理，对照组50例采取常规护理管理，研究组50例则实施优化护理流程，对两

组护理质量对比分析。结果：研究组护理质量评分相较高于对照组评分（P＜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于对

照组较低（P＜0.05）；研究组家属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满意度（P＜0.05）。结论：对急诊输液儿童实施优化护理流程，

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并在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出现同时，提高患者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临床价值较高。 

【关键词】急诊输液儿童；优化护理流程；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 

The impact of optimizing the nursing process on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emergency infusio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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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optimizing nursing process on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infusion children. Methods：The 

study object was from 100 children with emergency infusion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5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and 50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optimized nursing process，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score of nursing qualit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P <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Optimizing the nursing process for 

emergency infusion childre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families with nursing services，with high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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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输液作为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在对抗力不

足的儿童进行退烧和治疗感冒时经常被采用。研究显示，随

着中国人口的增长，接受输液治疗的患者数量不断上升，这

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和急诊输液室的管理难度，并可

能导致护理质量和满意度下降[1]。由于儿童年纪较小，他们

往往缺乏足够的治疗合作性，难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或控

制行为。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儿童可能会出现哭闹和不配

合的行为，这增加了护理的难度。特别是急诊中的患儿，其

病情通常较为严重，家属也处于焦虑和激动的状态，在输液

过程中若出现任何异常，极易引发家属的过激反应，从而导

致护患冲突[2]。因此，在对急诊输液的儿童进行护理时，医

护人员需要特别注意护理技巧和沟通方式，并优化护理流

程，以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3]。见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源自院内急诊输液儿童 100 例，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随机数字表法下分组处理；对照组 50

例中，男性有 28 例，女性有 22 例，年龄 2~12（6.25±1.25）

岁；研究组 50 例中，男性有 30 例，女性有 20 例，年龄 2~13

（6.55±1.15）岁；患者基础资料对比结果，具有可比性 P

＞ 0.05。患者监护人提供相关研究文件。 

纳入条件包括：①符合急诊输液的临床标准；②不患有

重大心脑血管、肾脏或肺部等器官疾病；③有至少一位家属

同行。 

排除条件包括：①存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或凝血功能异

常；②患有智力障碍或精神病症；③家长无法有效配合护理

流程。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 50 例采取常规护理管理：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

进行患儿的输液治疗，并向患儿的家属清晰地说明输液的相

关注意事项，同时细致地监测患儿的状况。 

研究组 50 例则实施优化护理流程：①确立清晰的护理

职责分工。在急诊输液部门，护理人员的角色和责任被明确

划分为药物配制、输液接待、输液协助以及输液巡查等四个

关键领域。所有护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护理规范和相关制

度，确保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质量。②流程优化。通过规范

化的输液护理流程，一旦患儿家属完成输液费用支付，他们

可以在药房领取药物并在输液登记处等待治疗。护理人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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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询问和核实患儿的病史和过敏史，核对病历和药物信息，

确保准确无误后进行静脉穿刺。对于病情极为紧急的患儿，

实行绿色通道，优先进行抢救性输液治疗，随后补充注册和

支付流程，以实现迅速救治，确保患儿生命安全。③强化岗

位技能培训。医院定期举办岗位培训，由经验丰富的护士指

导穿刺技巧，旨在提升急诊输液部门护理人员的穿刺技能，

减少因操作不当引发的问题，从而保障护理服务的质量。④

提供心理护理支持。在进行静脉穿刺前，护理人员需对患儿

进行情绪疏导，以减少其对治疗的抵抗。对年纪较大的患儿，

护理人员可以使用鼓励性的话语增强他们接受治疗的勇气，

并通过谈论患儿感兴趣的话题转移其注意力，以提高合作

度；而对年幼的患儿，则需与家长紧密配合，以避免患儿的

不配合影响穿刺过程。同时，对患儿家属的情绪也应给予关

注和安抚，并通过健康教育增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以减轻

他们的焦虑和担忧。⑤实施人文关怀。在输液过程中，护理

人员应定期巡视，密切观察患儿病情的变化，并回答家属的

疑问，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在寒冷天气，护理人员应为患

儿及家属提供保暖措施，如提供薄毯和温水袋以温暖患儿的

输液手臂，缓解不适感。此外，播放动画片可以有效减少患

儿的哭闹，从而减轻家属的照顾压力。⑥实施全面的护理人

员评估体系。护理工作人员需遵守着装规范，并始终以专业、

及时和准确的方式为患儿及家属提供护理服务。他们应注意

在沟通中展现合适的技巧和态度，避免让个人情绪干扰工

作，并尽可能地满足患儿及家属的护理需求。通过设置每月

末的考核机制，对表现出色的护理人员予以奖励，从而鼓励

护理人员相互学习，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 

1.3 研究指标 

院内自制护理质量评估量表，在护理部主导下完成评

估，包括 4 个调查项目，单项 25 分满分，分值增加则护理

质量明显提升[4]；记录患者输液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

简易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家属进行匿名调查与评

估，分为满意、一般以及不满意[5]。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选择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其

中计数资料表示为（%），检验为 x² 计算；计量资料表示为

（ sx  ），检验为 t 计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表 1 中，研究组护理质量评分相较高于对照组评分（P

＜0.05）。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情况调查表（分 sx  ） 

项目 责任心 沟通能力 熟练程度 服务态度 

研究组（n=50） 22.25±1.12 23.25±1.05 23.52±0.44 22.46±1.78 

对照组（n=50） 16.56±2.15 18.46±2.46 19.25±3.23 18.45±2.13 

t 值 6.2651 5.7715 4.6392 6.0562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表 2 中，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于对照组较低（P

＜0.05）。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情况调查表[n（%）] 

项目 针头阻塞 针头脱落 体液外渗 发生率 

研究组（n=50） 0（00.00） 0（00.00） 1（2.00） 1（2.00） 

对照组（n=50） 2（4.00） 1（2.00） 3（6.00） 6（12.00） 

x　 - - - 3.8985 

p 值 - - - P＜0.05 

2.3 两组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 

表 3 中，研究组家属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满意度（P

＜0.05）。 

表 3  两组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调查表[n（%）] 

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n=50） 23（46.00） 26（52.00） 1（2.00） 49（98.00） 

对照组（n=50） 19（38.00） 22（44.00） 9（18.00） 41（82.00） 

x　 - - - 4.6958 

p 值 - - - P＜0.05 

3、讨论 静脉输液是指将大量注射液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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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目前在中国广泛应用于快速退烧和消炎。这些注射液

通常装在无防腐剂或抑菌剂的玻璃或塑料容器中，用于补充

体液、电解质和营养物质。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能用药

物治疗则不使用注射，能使用注射则不进行输液”，但由于

输液的快速效果，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治疗选择。特

别是对于免疫力较成人弱的儿童，输液的使用在中国相当普

遍，这导致了医疗资源的紧张，如药物供应量增大和医护人

员供应不足，从而影响了输液护理的质量和满意度[6-7]。急诊

科室是医院中一个关键部门，汇聚了大量重症患者，疾病类

型多样，其护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医院的整体水平和

人员素质，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医院印象产生重要影响。研究

表明，优化护理流程能够提升护理质量，增加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8]。 

研究结果，研究组护理质量评分相较高于对照组评分（P

＜0.05）；在明确输液护理流程和职责后，护理工作人员的

责任感和工作认真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有效地避免了责任

推诿和护理不周全的问题。护理团队可以根据患儿的临床紧

急程度调整输液流程，确保患者能够在 短的时间内得到治

疗。同时，对药物管理的严格控制和仔细核对病历、药品等

操作，有助于防止药物输错、遗漏等情况的发生。此外，加

强对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穿刺技术的培训，有效减少了回

血、针头阻塞或脱落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9]。护理过程中充

分融入人文关怀，增进护患之间的关系，与患者家属建立良

好合作，以成功进行穿刺处理，减轻家属的看护负担。同时，

对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及时解决其问题和需

求，细化护理的各个环节。通过不断强化技能培训和制度考

核，提升了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确保了急诊输液患者的护

理质量，从而推动了整体护理水平的提高[10]。 

研究之中，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于对照组较低

（P＜0.05）；研究组家属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满意度（P

＜0.05）。优化护理流程旨在通过精简取药和换药过程中的

错误，并提升护理工作人员的警觉性来提升护理效果和患者

满意度。这种方法有效地纠正了传统护理模式中的弊端，降

低了医疗事故的发生率。具体实施中，护理团队成员需明确

各自的职责，并确保患者遵循既定的治疗流程；在输液前，

医护人员应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以建立患者的安全感，获

得他们的信任，提高患者的配合度，从而降低输液过程的难

度，节约时间，并提高成功率[11]。此外，输液接待人员需要

核对药物与患者信息的准确性，以预防错误用药；巡查人员

需定期监测输液情况，防止因患者不注意或睡眠引发的输液

问题；指导患者家属正确处理伤口，避免过度出血或感染。

通过这种优化的护理流程，显著提高了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增强了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和警觉性，提升了患者家属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并加深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和依赖
[12]。 

综上所述，对急诊输液儿童实施优化护理流程，可有效

提高护理质量，并在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出现同时，提高患

者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临床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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