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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在小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钟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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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细节管理在小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以我院儿科住院患儿为本研

究纳入对象,时间段及病例数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４月住院治疗的１０２例患儿,均分为两组,应用常规护理的

５１例入对照组,应用细节管理的５１例入干预组,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　通过

对患儿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护理水平、护理态度和人文关怀三个项目,结果显

示,干预组的患儿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两组不良事件发

生率对比,对照组分别为１５．６８％(８/５１)、７０．５９％(３６/５１)均高于干预组的１．９６％(１/５１)、９４．１２％(４８/５１),组间差

异经x２ 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结论　细节护理应用于小儿护理安全管理中,应用效果显著,患儿发生

不良事件的比率得以降低 ,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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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安全对于住院患者来说是最重要的护理服务

效果评价指标.尤其对于儿科来说,因为儿科患者由于

年幼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不良的语言表达能力,护理过

程中发生不良事件的机率更高,比如坠床、跌倒、烫伤等

情况,因此对于患儿应重视细节管理,强化护理安全管

理服务,提升儿科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以避免护理纠

纷[１].在以往的儿科护理中,大多采用常规的护理模

式,在这种护理模式下只要求按照规定的程序完成相应

的护理操作,缺乏对患儿及家属细节方面的关心和护

理,因此护理效果一般[２].但是采用细节管理有助于采

取科学的方法展开护理管理,强化医院安全管理,有助

于促进小儿患者的病情康复.本文为探讨细节管理在

小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以我院住院治疗的

１０２例患儿为例展开本次研究,探讨细节护理管理的应

用可行性,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０２例患儿划分成对照组(２０１９年９

月—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住院治疗５１例)和干预组(２０２０年１

月至２０２０年４月住院治疗５１例).对照组男女患儿结

构为:２８例男患儿＋２３例女患儿,年龄分布３~９岁,均

龄(５．５±１．４)岁,病程１~１０d,病程平均值(５．８±１．３)

天;干预组男女患儿结构为:２７例男患儿＋２４例女患

儿,年龄分布２．５~１０岁,均龄(５．８±１．３)岁,病程１．５

~１０d,病程平均值(５．９±１．２)天.对比两组患儿上述

资料,差异不明显(P＞０．０５),可对比.

１．２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儿科常规护理.主要包括

患儿病情观察、用药护理、输液护理、医嘱执行、病房及

公共区域易发生意外事故的区域张贴醒目标识,告知患

儿家长对患儿加强监护,以防发生意外.干预组患儿实

施细节管理护理,具体如下:

①患儿入院后对其病情进行综合评估,以患儿为中

心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和安全管理措施,确保护理

服务的各项措施满足患儿治疗需求.定期组织儿科护

理人员学习细节管理的相关理念,以树立其细节管理的

意识,从而将细节管理的理念贯穿整个护理过程的始

终[３].日常护理工作中应时刻保持警惕心,积极落实各

项安全管理措施,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

②与患儿家长积极沟通,一方面给予患儿家长卫生

知识及安全隐患防范等健康宣教,如培养患儿养成勤洗

手的良好卫生习惯,学会六步洗手法,另一方面了解患

儿日常习惯,以取得患儿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加强对患

儿的监护,配合护理人员做好细节护理工作.

③患儿由于年幼身体各脏器尚处于发育阶段,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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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各种外界病菌的侵袭,因此护理人员应做好医疗器

械、医疗物品、空气净化等消毒杀菌工作,定期对患儿居

住病房进行消毒,为患儿提供安全可靠的就医治疗环

境,阻断细菌传播渠道,防止发生交叉感染.

④做好患儿用药护理工作,合理选择药物,药物用

量应严格按照患儿体重、年龄等计算药物浓度及总体用

量,按药物使用说明书用药,熟悉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

后加强观察,并告知患儿家长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若

患儿发生药物反应,应根据制定的护理方案及时迅速地

采取处置措施[４].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儿干预后的护理服务满意度

及不良事情发生情况进行统计,不良事件主要包括摔

伤、烫伤、输液脱针、药物过敏等,计算总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５].护理服务满意度以调查问卷形式进行,内容包

含护理水平、护理态度和人文关怀共２０项,总分６０分,

部分评价标准分为三级,非常满意(５０~６０分)、满意

(＞２０、＜５０分)、不满意(＜２０分)[６].护理满意度＝非

常满意率＋满意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以SPSS２４．０软件处理本研究所涉

数据 ,计量资料以(x±s)表示,t行检验,计数资料

以％表示,x２ 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P＜０．０５表

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P＞０．０５表示.

２　结　　果　

２．１　患儿及家属对服务的满意度比较　通过对患儿及

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护理水平、护理态度和人文关怀三个项目,结果显示,干

预组的患儿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儿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x±s)

分组 例数 护理水平 护理态度 人文关怀

对照组 ５１ ８０．２１±１１．２５ ８０．５５±１２．５４ ８２．５４±１２．６７

干预组 ５１ ９３．５４±１３．８４ ９３．５４±１２．８４ ９４．５６±１４．６２

t ６．５４８ ７．４５８ ９．５１８

P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通过对患儿及家属不

良事件发生率进行比较,不良事件主要包括摔伤、烫伤、

输液脱针、药物过敏,计算总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显示,干预组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１．９６％显著低于对照

组１５．６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干预后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

分组 例数 摔伤 烫伤 输液脱针 药物过敏 不良事件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５１ ３(５．８８) １(１．９６) ２(３．９２) ２(３．９２) ８(１５．６８)

干预组 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x２ ５．５９７

P P＜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医疗机构除了

技术上的要求之外,也更加重视服务上的需求.医疗机

构之间的竞争也不再局限于医疗技术和设备,更多的也

偏向于医疗服务水平.对于患者而言,服务质量是备受

重视和关注的,因此医疗机构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服务

质量对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７].

细节管理是指通过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细的服务来

提升护理服务品质和水平,帮助患者尽早康复.细节管

理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型护理理念之一,在临床应用中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医院管理过程中应用细节管

理,能够让医护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转变工作作风,将被

动式护理转变为主动式护理工作,对于临床护理过程中

暴露的问题及时解决,针对性改进,从而降低护理过程

中的风险,提升护理效果[８].

小儿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因为年龄较小、表达能

力弱、情绪波动大、自我保护意识弱等因素,致使其护理

难度大大增加,相对于成年人来说,护理人员需要更多

的耐心与细心,这也相对的对儿科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儿科住院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摔伤、烫伤、

坠床、跌倒、漏服药或者服错药等意外事件,进而引发护

理不良事件,严重者甚至有可能引发医患纠纷[９].因此

针对儿科患者的护理,应重视护理过程中的每一环节,

从细微之处入手,加强细节管理,一切以患儿为中心,为

患儿提供更加细心的护理服务[１０].

细节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便是从各个方面去落实

护理细节.比如护理人员自身首先需要具备较敏锐的

危险发现能力和较强的管理执行能力,要有意识的提升

自身的专业技能与安全意识,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患儿提

供护理服务[１１].护理人员还要注重加强对患儿及家属

的健康教育,强化他们的自主护理意识,结合患儿的实

际情况与家属进行沟通交流,让患儿及其家属了解治疗

过程中的相关细节,让患儿及其家属感受到医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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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使命感,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其护理配合度.此外,还

应该强化医院的制度管理,制定标准化的细节管理制度

和安全管理制度,然后护理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严格按

照制度去执行护理操作,还可以将护理人员的工作完全

情况与绩效考核相挂钩,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１２].

本次研究中,干预组５１例患儿应用细节管理,从患

儿入院后的综合评估到护理方案的制定,以及用药安

全、环境安全、日常消毒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并

与患儿家长积极沟通取得其支持,以配合护理人员的工

作,从多个方面实施细节管理,结果显示干预组的患儿

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对照

组分别为１５．６８％(８/５１)、７０．５９％(３６/５１)均高于干预

组的１．９６％(１/５１)、９４．１２％(４８/５１),组间差异经x２检

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也证实了细节管理在小

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综上,对患儿实施护理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应用细节

管理可有效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服务满意

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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