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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儿科患儿输液配合度及治疗效果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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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心理护理对儿科患儿输液配合度及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研究开端与终止时间分别

为 2020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 月，通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患者 122 例作为入组成

员，划分为了两个不同的群组，分别为合计 61 例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以及共计 61 例使用心理护理进行治疗

的治疗组，根据最终的干预成效完成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与分析。结果 配合度、满意度更高的组别为观察组（P
＜0.05）；获得更高临床疗效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结论 对于儿科患儿在输液过程中使用心理护理

模式进行相应的干预工作，能够让其拥有更高的配合度，同时患儿能够获得与理想状态更为接近的治疗成效，是

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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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degree of infusion 
coopera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in pediatric children. Methods: The start and end times of the study were December 
2020 and January 2022, respectively. Under the ac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 122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the 
orthopaedic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enrolled as members and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groups. There are 6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care, and 61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psychological 
care.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re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final intervention effect. 
Results: The group with higher degree of cooperation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the group with higher clinical 
efficacy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mode t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work in pediatric children during infusion can make them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cooper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ldren can obtain treatment results that are closer to the ideal stat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The actual way of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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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静脉输液治疗而言，小儿属于该项治疗的特殊

群体，因为其拥有的年龄较低，自控与自理能力均较差，

在完成静脉输液治疗的过程中配合度并不理想，非常容

易导致患儿出现紧张、哭闹以及抵抗等行为，对穿刺工

作带来极大的不便[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开端与终止时间分别为 2020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 月，通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我院骨科接

受治疗的患者 122 例作为入组成员，划分为了两个不同

的群组，分别为合计 61 例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以

及共计 61 例使用心理护理进行治疗的治疗组，32 例和

29 例分别为对照组的男女患者例数，5 个月至 6 岁为其

年龄，均值（4.59±1.35）岁；33 例和 28 例分别为观

察组的男女患者例数，6 个月至 5 岁为其年龄，均值

（4.26±1.13）岁；使基线资料进行组别之间的比较，

不具有差异（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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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对照组 
划分为对照组的患者，对其按照常规护理模式进行

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 
1.2.2 观察组 
划分为观察组的患者，对其按照心理护理模式开展

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其所涉及的具体干预工作内容如

下：（1）护理人员需要为患儿及其家属讲解其所存在

的疾病的相关知识，并针对于其对于治疗过程中所存在

的疑惑进行及时的解答，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对家属进行

相应的安抚工作，并让家属和患儿能够知晓，临床输液

治疗的重要性，同时针对于输液的具体步骤以及治疗过

程中应当去注意的相关事项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并鼓

励与邀请患儿家属参与进对患儿的护理工作之中，与护

理人员能够形成相应的配合，从而为患儿实施更加良好

的心理疏导工作，为患儿给予心理支持；（2）护理人

员在与患儿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的使

用亲切、温和的语言，从而更好的与患儿建立良好的情

感互动，基于良好的沟通条件状态下，护理人员需要针

对于其具体的情况，分析患儿所拥有的心里特征，对患

儿的情绪进行密切的关注，并观察患儿的生态变化，更

加准确的了解到患儿的心理状态，从而能够更加及时的

为患儿实施相应的心理安抚工作，让患儿能够感受到来

自他人的关心与关怀，从而减轻对于疾病治疗的恐惧，

拥有更高的临床配合度。同时对于患儿所处的病房环境

而言，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可以通过播放患儿所

喜欢的音乐故事、歌曲或者是动画片插曲等内容，让患

儿能够放松其身心。当护理人员选择好行穿刺操作的玄

关之后，需要鼓励并安慰患儿，同时也可以使用玩具以

及彩画等物件让患儿注意力得以转移，当穿刺完成之

后，需要立即对患儿给予表扬，若患儿的配合度并不理

想，则鼓励患儿与其他穿刺成功的患儿进行学习，并使

用奖励手段进行诱导，当患儿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再

完成穿刺工作。（3）在穿刺完成之后，叮嘱患儿家属

一定要对患儿的输液反应进行密切的观察，并强调在输

液过程中需要注定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护理人员需要

加强巡视工作，增加家属对护理工作人员的信任感。输

液结束之后，护理人员需要对患儿给予鼓励，让其自信

心得以增加。 
1.3 观察指标 
（1）配合度：针对于患儿所拥有的配合度进行两

个组别之间的比较，将其划分为了三个等级阶层，分别

为：患儿能够主动配合穿刺的相关操作，并且没有出现

任何的抵抗行为，输液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此状态为

优；患儿在实施穿刺的过程中出现了较轻微的抵抗行

为，但是并没有使穿刺工作受到影响，输液工作能够较

顺利的完成，此状态为良；患儿在开展治疗的过程中出

现了比较强烈的哭闹，导致穿刺工作并不能顺利开展，

需要家属与护理人员进行配合才能够完成该项工作，此

状态为差。 
（2）临床疗效：针对于患者所获得的临床疗效进

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将其划分为了三个等级阶层，

分别为：患儿所存在的临床症状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好转

迹象，此状态为显效；患儿在接受治疗前所拥有的症状

与表现在相关干预操作后出现了减轻的迹象，此状态为

有效；患儿的症状均未产生任何的变化，甚至于发生了

病情恶化，此状态为无效。 
（3）满意度：邀请患儿家属参与满意度评定，满

意度=（满意+非常满意）/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把取得的正确数据带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进

行计算，计量资料用作（ x s± ）表示，待 t 检验，计

数资料经过 χ2检验，让（%）表示，P 值来衡量检验结

果，组间数据存在差异则用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

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儿的配合度 
由表 1 结果所示，配合度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

（P＜0.05）。 
2.2 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由表 2 结果所示，获得更高临床疗效的一个组别为

观察组（P＜0.05）。 
2.3 对比患儿护理服务满意度 
由表 3 结果所示，获得更高的满意度的一个组别为

观察组（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儿的配合度[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61 31（50.82） 27（44.26） 3（4.92） 58（95.08） 
对照组 61 25（40.98） 23（37.70） 13（21.31） 48（78.69） 
χ2     7.193 
P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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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61 32（52.46） 27（44.26） 2（3.28） 59（96.72） 

对照组 61 24（39.34） 23（37.70） 14（22.95） 47（77.05） 

χ2     10.358 

P     0.001 

表 3 对比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服务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61 51（83.61） 10（16.39） 0（0.00） 61（100.00） 

对照组 61 34（55.74） 20（32.78） 7（11.48） 54（88.52） 

χ2     7.426 

P     0.006 

 
3 讨论 
在临床所开展的各项治疗之中静脉输液是非常习

见的一种方式，其所拥有的特点在于给药方面并且起效

速度较快，在临床治疗疾病和挽救生命之中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2]。在相关研究之中显示出，年龄低于 5 岁

的儿童在通过静脉输液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大约占有

20%的患儿出现了不配合治疗的情况[3]。患儿的不配合

不仅会导致自身所拥有的治疗成效受到较大的影响，同

时还非常容易引发护患纠纷，所以为了能够解决这一现

状，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让患儿的输液配合度

得以提升[4]。 
心理护理是属于整体护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

成分，护理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使用心理学的相关技巧与

知识，通过语言、动作、行为以及态度等方面对患者的

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让患者所存在的不良行

为习惯得以改善[5]。婴幼儿所拥有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

完善，并且其所拥有的情绪反应也并不明显，对于年龄

稍微大一点的患儿而言，其能够拥有一定的情绪反应，

但是在进行穿刺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剧烈的哭

闹现象，抵触护理人员的各项操作，所拥有的配合度非

常差[6]。针对于小儿所开展的心理护理干预工作与成人

是不相同的，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儿实际的年龄与心里

特征更加有针对性为患儿实施相应的干预工作。其中主

要包括了对患儿实施行为、情感以及认知的干预，并常

通过语言对患儿进行鼓励，让患儿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能够转移注意力，从而更好的完成临床治疗[7]。 
综上所述，对于儿科患儿在输液过程中使用心理护

理模式进行相应的干预工作，能够让其拥有更高的配合

度，同时患儿能够获得与理想状态更为接近的治疗成

效，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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