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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科护士对患儿疼痛的评估现状 

李 君，王苏琳*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新生儿科护士对患儿疼痛评估现状。方法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部分新生儿科护士，

共计 40 例，纳入时间段为 2020 年 2 月～2020 年 7 月。为了提升研究效果，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护理人

员平均分为观察组（n=20 例）与对照组（n=20 例），组别不同运用的对策不同，对照组对新生儿采用常规

疼痛评估方法，观察组运用知信行教育模式进行疼痛评估，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重点记

录新生儿疼痛基本认知、疼痛评估掌握、疼痛干预掌握、认知评分以及评估掌握程度。结果 运用知信行教

育模式评估的观察组护理人员，对疼痛的基本认知、疼痛评估掌握以及认知情况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

著（P＜0.05）。结论 为了提升新生儿科护理人员疼痛评估效果，本次研究选取部分新生儿科护理人员运用

知信行教育模式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护理人员疼痛基本认知、评估掌握能力明显提升，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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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neonatal nurses'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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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rent status of neonatal nurses' assessment of pain in children. 
Methods: This study needs to select some neonatologists, a total of 40 cases, and the period of inclusion is from 
February 2020 to July 2020.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research, the group-based result analysis was 
adopted. Nursing staff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2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n=20 
cases). The countermeasures used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the knowledge, belief and behavior education model to evaluate pain.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ing staff 
need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cording, focusing on recording neonatal pain basic cognition, pain assessment mastery, 
pain intervention mastery, cognitive score and assessment mastery. Results: The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were evaluated by the education model of knowledge, belief, behavior, and basic cognition of pain, pain 
assessment and cognit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ain assessment for nurses in the neonatology 
department, this study selected part of the nurses in the neonatology department to use the knowledge, letter and 
behavior education model for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ain and the ability of 
assessment master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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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新生儿科护士，运用不同疼

痛评估方法并进行分组对比，以此来探究最佳疼痛

评估方法，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需要纳入 40 例新生儿科护士，研究开

始时间为 2020 年 2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7 月。对

照组（n=20 例）对新生儿采用常规疼痛评估方法，

护理人员年龄≥21 岁，≤50 岁，平均年龄（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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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岁，最短工龄为 2 年，最长工龄为 9 年，平均

工龄为（4.23±1.22）年；观察组（n=20 例）运用知

信行教育模式进行疼痛评估，护理人员年龄≥22 岁，

≤52 岁，平均年龄（36.88±2.03）岁，最短工龄为 3
年，最长工龄为 11 年，平均工龄为（5.03±1.59）年，

两组护理人员基础资料差异度低（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护理人员对新生儿采用常规疼痛评估方

法，具体实施如下：需要由科室护士长成立疼痛评

估小组，定期组织儿科护理人员开展专题报告，并

定期参加专家讲座，主要是向护理人员讲解、宣传

疼痛评估的方法、要点等，不断促进护理人员疼痛

评估能力的提升[1]。 
观察组护理人员知信行教育模式评估，具体实

施如下：（1）教育内容，需要定期组织儿科护理人

员参加新生儿疼痛评估教育培训，在实际培训前需

要向护理人员发放疼痛评估调查问卷，依据问卷结

果为护理人员制定合理的教育方案，教育内容以新

生儿疼痛基本知识、疼痛干预护理以及疼痛评估方

法为主，通过培训让护理人员掌握疼痛评估要点、

合理的评估方法等[2]。此外，条件允许情况下科室

需要邀请专家向护理人员讲解、指导新生儿疼痛评

估，若新生儿因疼痛出现哭闹行为，可以将奶嘴放

入患儿嘴中，通过非营养吮吸，缓解患儿疼痛。而

护理人员在评估过程中可以指导产妇正确抚摸新生

儿，通过抚摸减轻疼痛。（2）加强护理人员学习，

部分护理人员对新生儿疼痛评估存在错误认知，为

了改善该种状况科室可以向护理人员发放《新生儿

疼痛干预知识》手册，使护理人员更加明确疼痛评

估流程、干预方法等。此外，科室护士长可以借助

微信、抖音等软件，向护理人员发放新生儿疼痛干

预的理论知识、视频资料等，而且护理人员可以在

微信群内互相交流、学习，分享新生儿疼痛评估经

验[3]。（3）加强科室管理，为了进一步提升护理人

员的疼痛评估能力，需要依据新生儿疼痛评估现状

创建科学、合理、完善的疼痛评估管理体系。对疼

痛评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由科室护士

长带领护理人员讨论制定合理的改善措施。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指标为新生儿疼痛基本认

知、疼痛评估掌握、疼痛干预掌握、认知评分以及

评估掌握程度。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提升研

究数据准确性，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

计数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 中，以此

完成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

分别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治疗的

表达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观察

指标中评估掌握程度用（%）表示，疼痛基本认知、

疼痛评估掌握以及干预掌握用（分）表示，数据比

较存在差异说明有统计学意义，用（P＜0.05）表达。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护理人员对疼痛评估掌握、

疼痛干预掌握、认知评分以及评估掌握程度高于对

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护理人员对疼痛评估掌握

程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新生儿疼痛评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新生儿疼痛基本认知 新生儿疼痛评估掌握 新生儿疼痛干预掌握 新生儿疼痛认知评分 

观察组 20 26.25±4.62 21.33±3.46 22.69±3.48 65.88±6.32 

对照组 20 17.33±1.25 10.28±2.34 15.36±2.14 42.36±4.22 

X2  3.014 1.698 2.146 4.036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儿疼痛评估掌握程度对比（%） 

组别 例数 知晓 一般 不知晓 知晓率 

观察组 20 12(60.00) 6（30.00） 2（10.00） 18（90.00） 

对照组 20 8(40.00) 7（35.00） 5(25.00) 15（75.00） 

X2  3.482 1.035 2.146 4.032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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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疼痛为人机体的正常生理反应，当身体中的某

一部位出现炎症、损伤时，神经会通过感觉中枢传

递疼痛，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临床在疾病治疗时，

依据疼痛时间的长短对疼痛进行详细划分，具体包

括慢性疼痛与急性疼痛。而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疼

痛情况进行评估，成人表达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比

较强，可以向护理人员准确说明疼痛的感受[4]。其

新生儿年龄比较小无法与护理人员进行语言沟通，

护理人员也无法准确获取患儿的疼痛信息，会对患

儿治疗造成不良影响。 
新生儿科护理人员的疼痛评估能力直接影响对

患儿疼痛的掌握程度，因此需要不断提升护理人员

的疼痛评估能力。本次研究对抽取的护理人员进行

知信行教育，主要是学习行为干预理论知识，总共

包括获取知识、产生信念以及形成行为三个方面，

使用护理人员掌握更多疼痛评估知识，促进疼痛评

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人员对

新生儿疼痛基本认知为 26.25±4.62 分、疼痛评估掌

握为 21.33±3.46 分、疼痛干预掌握为 22.69±3.48
分、疼痛认知为 65.88±6.32 分，对照组护理人员对

新生儿疼痛基本认知为 17.33±1.25 分、疼痛评估掌

握为 10.28±2.34 分、疼痛干预掌握为 15.36±2.14
分、疼痛认知为 42.36±4.22 分，观察组评分优于对

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由此可以说明知

信行教育模式对护理人员疼痛评估水平提升具有重

要促进作用，主要因为该种教育方式会定期对护理

人员进行疼痛知识的培训，发放《新生儿疼痛干预

知识》手册，创建微信群，护理人员之间可以互相

分享疼痛评估经验。 

综上所述，对新生儿科护理人员进行知信行教

育，可以促进疼痛评估能力的提升，掌握更多的疼

痛评估知识，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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