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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预防矮小症激发试验不良反应发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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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进行矮小症激发试验期间给予预防性护理干预后获得的不良反应预防效果。方法 选取

时间段在 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范围，我院收治的 50 例矮小症患儿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观察组依据不同护理

方法展开各组平均划分；即对照组，25 例，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25 例，接受预见性护理干预；组间比

较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以及家属满意度。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安全性展开评定，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相较

于对照组呈现出显著降低（P<0.05）；对两组患者的用药安全性实施评定，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相较于对照

组呈现出显著降低（P<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方式的有效应用，可将矮小症激发试验期间呈现出的系列不良

反应显著减少，并将家属满意度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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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to prevent short test 

Jiayuan Zhang, Zhiyang Zhu* 

Wujiang District Children's Hospital, Suzhou Wuji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prev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short stature provocation test. Methods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2, 50 children with short stat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25 case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Observation group, 25 
cases, received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fety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eries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short stature challenge tes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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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矮小症是内分泌系统一种儿童常见病[1]。针对

此类患儿在实施临床检查期间，主要对其展开生长激

素激发试验操作，其主要通过药物激发完成，通过药

物对生长激素分泌给予促进，而对激素变化密切观察，

对机体生长激素分泌能力加以了解，明确垂体调节能

力有无呈现出异常情况。此种研究工作的开展，可就

患儿垂体调节能力以及机体分泌生长激素能力是否正

常加以了解。并且可明确儿童机体是否表现出生长激

素缺乏的情况[2]。但同成人比较，儿童在护理工作方面，

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点。儿童呈现出较小年龄的特

点，针对治疗表现出较差的耐受性，并且在实施生长

激素激发试验期间需要较长的时间，从而需要展开多

次采血操作。在治疗期间，较易表现出系列护理问题

的情况，导致系列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增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时间段在 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范围，我

院收治的 50 例矮小症患儿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观察组

依据不同护理方法展开各组平均划分，每组 25 例。观

察组中男 20 例、女 5 例，年龄 5~13 岁，平均（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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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住院时长 3d。对照组中男 18 例、女 7 例;年
龄 4~12 岁，平均（8.0±1.2）岁，平均住院时长 3d。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具有均衡性（P>0.05）。具有可

比性。纳入标准：对于矮小症诊断标准均符合。排除

标准：患有因为遗传、用药、骨类疾病和营养等问题

造成的身材矮小者，合并其他先天性疾病患儿。 
1.2 方法 
观察组合理展开预见性护理干预操作：①合理完

成预见性护理小组创建， 
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平均工龄 5 年以上，

护士长担任预见性护理组长。成立之后共同参与培训，

针对矮小症生长激素试验方法等展开培训，分析可能

发生的不良反应并提出护理措施，制定预见性护理模

式②低血糖预防护理:在具体用药治疗前一晚，对患儿

提出禁食要求。随着激发试验时间的延长，在开始试

验后，患儿可能表现出低血糖情况。针对该情况护士

指导禁食要求，就前 1晚正常饮食给予指导，在晚 10:00
后，则禁止进食。于次日清晨，合理备好早餐，抽血

前询问患儿感受，如有异常及时汇报医生，结束后立

即提供食物[3]。③留置针穿刺操作的预防护理：主动询

问是否需要采取无痛静脉穿刺，缓解疼痛，减轻患儿

焦虑。选择粗而直的血管，避免反复穿刺，做好留置

针健康宣教。④针对头晕、低血压以及晕厥展开预防

护理干预：在开始进行生长激素试验期间，对患儿的

血压变化重点监测，对于护理记录工作需要认真完成。

就患儿卧床休息给予指导，并且期间家属需要始终陪

护，对患儿体位变化时刻关注。禁止将体位骤然改变，

对于离床活动需要充分避免。在完成研究后，患儿仍

然需要保持 2h 卧床休息，以对体位性低血压的出现给

予充分避免。此外对脑供血正常做出保证，将晕厥 风
险降低，将患儿机体能量消耗减少，将回心血量增加，

使脑部血液灌流量获得有效改善，将头晕症状显著缓

解[4]。⑤合理展开恶心呕吐预防护理干预。在抽血期间，

需要就患者的反应认真观察，在准备氨基酸静滴时，

需要对速度严格控制。对患者反应进行观察，如呈现

出恶心呕吐症状，则协助其选择俯卧位，避免呈现出

呛咳现象；⑥合理展开腹痛预防性护理干预，在试验

过程中，对患儿合理展开腹部热敷，对于胃肠道交感

神经兴奋过度给予预防，将胃肠道蠕动速度显著减缓，

将药物不适感显著减轻；⑦合理展开过敏性休克预防

护理干预，就用药后可能呈现出的系列过敏反应对家

属提前告知，在具体用药前，对患儿过敏史以及用药

史充分了解。用药期间，需要将观察力度加强，对于

过敏症状等系列早期症状需要警惕出现，做到及时处

理；⑧在试验前，就相关情况对家属详细介绍，主要

包括需要抽取血量、试验过程、试验机制以及系列注

意事项等；⑨研究过程中，对患儿反应密切关注，将

巡视交流力度加强，对患儿感受认真询问，将其注意

力转移，将情绪稳定；⑩完成试验后，对患儿给予饮

食干预，对于进食量需要密切注意，饮食需要确保易

消化，防止呈现出暴饮暴食的情况。在进餐后，保持

30min 休息，未表现出任何不适感后允许其下床活动
[5]。针对家属在展开健康指导期间，需要确保语言通俗

易懂，对于和谐家庭环境的创建做出保证。此外就患

儿体育锻炼积极参加给予鼓励，确保运动方式合理，

对于运动时间以及运动量密切注意。此外需要将营养

力度加强，对于患儿饮食方式的合理制定做出保证，

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做出保证[6]。 
对照组对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就两组患儿的采血情况以及不良反应（过敏症状、

晕厥症状、低血压症状、恶心呕吐症状以及低血糖症

状）密切观察。此外就出院家属护理满意度展开评定。

主要利用自拟问卷，针对家属，于护理人员健康教育、

人文关怀、技术精湛等方面展开调查，以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以及不满意几方面展开评定。 
1.4 统计方法 
研究结果导入 SPSS22.0 软件完成本次系列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在统计研究期间以χ2检验完成，表现形式

为百分比。计量资料在统计研究期间以 t 检验完成，表

现形式为 sx ± 。以 P<0.05 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低血糖 恶心呕吐 低血压 晕厥 总发生率  家属满意度 

观察组 25 0 0 0 0 0（0.00） 25（100.00） 

对照组 25 3 2 0 1 6（24.00） 20（80.00） 

χ值           4.802 4.712 

P 值           0.037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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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医学理念不断更新以及医学模式发生改变情况

下，医护人员的临床工作难度显著增加。对于护理人

员而言，要求其需要护理技能精湛以及掌握的理论知

识扎实，而且护理人员需要确保护理思维敏捷，对于

自身业务能力以及自身临床经验需要充分了解。此外

对于医嘱，护理人员不单单为被动执行，还需要对患

者的病情状况加以判断，同自身临床经验进行充分结

合。预见性护理作为新型护理模式一种，呈现出超前

护理的特点，对于患者系列护理工作，要求护理人员

可以提前完成，在具体工作前，可通过自身护理技能

以及护理知识对患者展开对应评估，就其身体状况以

及病情现状综合判断。就可能诱发病情严重的系列事

件给予充分预防，对于系列意外事件给予充分预防，

将护理质量显著提高[7]。观察组在护理期间，需要合理

完成预见性护理小组创建，对于系列治疗要求组员积

极查找，就生长激素试验开展期间表现出的系列不良

反应给予预见性护理干预。护理期间，对于家属的健

康教育需要充分重视，就用药注意事项予以告知，对

于卧床休息的重要性予以解释。就禁食时间给予强调，

将患儿以及家属依从性显著提高，对于不良反应风险

确保家属可以提前了解。从而将自我管理能力显著提

高。对于禁食时间需要合理安排，完成采血后通过早

期进食干预，对于低血糖的发生可以发挥明显的预防

作用[8]。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方式的有效应用，可将矮

小症激发试验期间呈现出的系列不良反应显著减少，

并将家属满意度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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