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1248

护理园地  /HULI YUANDI

关于循证护理在儿科护理中的作用研究
朱兴敏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循证护理被称之为遵循证据的护理学，经过医生的诊疗和判断，医护人员的护理，患者价值观等因素凝聚成标准、细密的护理思路。

相较于常规护理而言，循证护理的优势是它注重患儿的疾病情况与护理方法，并且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为当代护理供应了丰富的经验。基于此，

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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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指是在细化常规护理工作同时，联合专业护理知

识，此外，根据有证据的护理学知识及临床护理经验，制定科学、

合理、专业且相对完善的护理对策。基于此，本次试验选取本

院接收的 70 例患儿采取循证护理进行综合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本院儿科患儿 70 例，将其分成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 35 例。观察组男 13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5.4±1.2）

岁。对照组男 21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5.8±1.3）岁。两组

患儿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主要包括用药护理、心理护理、监测生

命体征等内容。观察组。循证护理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其中主

要包括 4 个方面，循证护理的计划、实施、检查、处理，护理

人员需要将患儿以及家属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和收集，并且依

靠权威的文献作为依据，根据相关评估结果制定计划。具体实

施方案如下：①组建循证护理小组：组成人员为四到六年低年

资护理人员、超过 2 名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高年资护理人员。

护理期间，合理划分低年资与高年资护理人员，确保搭配均匀，

避免诱发新的工作问题 [1]。②循证问题：在患儿入院后，对其

有关病情状况详细询问，准确分析病情原因，对常规护理期间

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包括：护理期间，未全面了解病情发展、

疾病知识等，无法利用简单、专业语言向医师汇报患儿病情；

方案制订期间，没有根据有关证据开展，造成护理方案准确性、

规范性及全面性欠缺，导致并发症发生率增加；护理人员护理

期间，以自身护理经验为依据，未对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因此具备较差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护理人员无法根据患儿具体

病症开展护理，只是根据医嘱开展各项工作。③心理护理：临

床检查或治疗期间，医护人员需面带微笑、语气温和的与患儿

交流，并抚摸其双手与后背，促使患儿感受到亲切感与安全感；

应用表扬、鼓励等方式促使患者积极参与治疗，以提高其治疗

依从性。④休息护理：保持病房空气清新、干净整洁；例如，

对于肺部感染的患儿，要指导患儿取侧卧位休息，便于痰液有

效排出；若患儿气喘较为严重，应指导其取半卧位休息，以改

善肺部适应性；告知家属定期为患儿调整体位，避免肺部形成

积液 [2]。⑤处理阶段：每个月进行一次总结并积极征求患者及

家属意见，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反省，并将不足之处指出，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改善方案及工作目标，从而达到提高护理质量

目的。

2 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35 31 2 2 94.28

对照组 35 25 4 6 82.85
x2 4.923
P 0.027

观察组的护理事故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组别 例数 差错 投诉 纠纷 发生率

观察组 35 2 1 1 11.4

对照组 35 3 2 1 17.1
x2 5.169
P 0.023

3 讨论

儿科护理是当前临床护理关注焦点问题，降低配合度及依

从性。由于传统护理模式过于单一，缺乏主动性，降低护理质量。

儿科护理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比较多，由于小儿的身体素质较

差，所以需要格外关注患儿的心理、营养以及安全情况，只有

这样才能够促进患儿疾病的恢复，同时还能够保证患儿健康成

长。根据研究表明，新型循证护理能够有效地提高临床护理效果，

目前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已经获得了广大患儿家属以及护理人员

的认可。PDCA 是一种科学化体系，其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

质量控制，让整个护理过程程序化、整体化和规范化，来有效

减少护理风险发生，最大限度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患儿在

疾病治疗过程中的舒适感，还能够减少患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4 结论

本次研究针对循证护理结果展开讨论，首先，落实循证护

理工作，提出假设，结合临床护理问题，归纳核心点，制定解

决方案。其次，对于儿科中每一例患儿的护理状况为其拟定严

谨周密的护理流程，同时按照流程执行，让患儿在接受诊治期

间可以越发详细、系统的护理。最后，医务人员在拟定和执行

护理方案时，还要再三确认和整理患者的真实状况和护理效果，

从而给出相应的循证护理方法。综上所述，将循证护理应用到

儿科护理中，可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医务人员更加便捷的检查与

诊治，加快患儿康复速度，故值得大力宣传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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