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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面部外伤整形美容缝合术的护理要点及干预效果分析 

吴海霞，妥小红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手足整纤维整形外科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小儿面部外伤整形美容缝合术的护理要点及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面部外伤患儿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 100 例面部外伤

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有综合护理的护理模式进

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过程中的依从性；创口感染、愈合以及出现瘢痕情况。结果 经护理干预后，

观察组在护理满意度；护理过程中的依从性；创口感染、愈合以及出现瘢痕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面部外伤患儿，采用综合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创口感染、

愈合以及出现瘢痕情况；同时提升其护理过程中的依从性，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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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points and intervention effect analysis of plastic and cosmetic suture in children with facial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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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points and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plastic and cosmetic 
suture for facial trauma in childre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hildren with facial trau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100 children with facial trau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the nursing mode of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the nursing 
mod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The nursing compliance, wound infection, healing and scarr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anc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wound infection, healing 
and scarring, among which (P<0.05),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children with facial 
trauma, the nursing model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wound infection, healing and scarring of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improve the complianc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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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部是长期暴露在外的部位，同时分布人体的多个

重要器官，活泼好动，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是大部分

患儿的显著特征，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其面部极易受

到伤害，在为其带来伤害的同时，如未及时接受有效的

干预，很大可能对其面部造成永久性影响，同时可能对

其造成相应的心理阴影，影响其生长发育[1-2]。在对进

行干预的过程中，部分患儿可能因恐惧等因素出现应激

反应，使得其配合度下降，影响面部瘢痕的干预效果。

因此，在对其进行干预的过程中，高治疗的护理措施有

着深远的意义[3-4]。本文将选取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面部外伤患儿共 100 例，作为本次

研究对象，探究分析小儿面部外伤整形美容缝合术的护

理要点及干预效果，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面部外伤患儿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

脑盲选的方式，将 100 例面部外伤患儿随机分为对照

组于观察组。对照组中：男性患儿 25 例，女性患儿 25
例，年龄为：3-11 岁，平均年龄为：（5.60±2.34）岁，

其中：唇鼻损伤：13 例，下颌部损伤 17 例，眼脸损伤

10 例，额部损伤 10 例，共 50 例；观察组中：男性患

儿 26 例，女性患儿 24 例，年龄为：4-11 岁，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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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为：（5.87±2.67）岁，其中：唇鼻损伤：22 例，下

颌部损伤 6 例，眼脸损伤 13 例，额部损伤 9 例，共 50
例。对照组与观察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其中（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两组患者及家属均已同意参与本次

研究；②本次研究经本院审核通过。 
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本次研究的患者；②精神

异常、沟通障碍、配合度低的患者。③经诊断确认对

照组与观察组患者均排除瘢痕体质、凝血障碍、各器

官功能障碍患儿。 
1.2 方法 
（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遵循

医嘱，以及我院各项相关规定，予以患儿常规护理。 
（2）观察组方法 
观察组采用有综合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 
术前：①成立专业的综合护理小组，选取护士长

或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担任小组组长，参与护理前集

中对小组内的人员进行培训、完善护理措施，规范护

理流程，深入优化小组内成员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质，

整体提升护理小组的质量。 
②心理护理：在患儿出现面部损伤后，一般情况下

会伴有相应的痛感，由于疼痛，患儿对医院的恐惧等因

素，其内心会产生恐惧、紧张等负面心理因素，使得其

在接受护理的过程中出现：剧烈的哭闹，挣扎等现象，

该些现象非常不利于整个护理过程中的操作，甚至可能

由于患儿的不配合使得其在接受护理的过程中出现意

外。因此在护理过程中，相关医护人员应注意与其交流

的语气，交流过程中带有微笑，态度相对温柔，使患儿

对医护人员产生相应的信任感，同时可通过播放动画

片、模仿其语气与之聊天等方式转移其注意力，协助医

护人员进一步消除其内心的恐惧、紧张等负面情绪。从

而降低患儿的哭闹以及不配合程度，减少因情绪引发的

应激反应，提高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的配合度。 
③健康知识宣教：通过制作专业的小视频、详细

的 PPT 等方式，对患儿家属进行相关手术知识的宣导

与教育，着重告知患儿家属外伤整形美容缝合术的必

要性以及术后效果，介绍手术的大致流程，使其明白

手术是相对安全的，同时对其进行情绪上的安慰，部

分患儿家属在听见患儿持续性的哭闹时，由于担心、

紧张，会对相关医护人员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应耐

心对其做好解释工作，进一步消除其家属内心的激动、

紧张、担心等情绪，使其配合医护人员进一步安抚患

儿，增强对相关医护人员的信任。 
术中：①对于哭闹严重，配合度低的患儿，在征

得其家属同意之后，可使用束腹带将患儿的腿部、腰

部、头部、肘部等部位进行固定，避免因挣扎在手术

过程中出现二次创伤的情况发生，若患配合度相对较

高，可使其采用平卧位，对患儿面部进行适当的固定，

以便于保障手术的顺畅性。 
②手术进行的过程中，相关医护人员同样应该对

患儿进行语言以及非语言的沟通，如：握手、肢体上

的轻抚，使用鼓励性的语言对其进行诱导，进一步分

散其注意力，最大程度的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 
术后：①手术完成后，及时告知患儿家属手术结

果，平复其担忧、紧张、恐惧等不良心理因素，同时

告知其在术后恢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禁忌事项。

如：禁止伤口接触水，定期对创口进行清洁，保持伤

口的清洁状态，避免出现污染的情况，叮嘱其避免使

患儿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从而出现哭闹，夸张的面

部表情，当伤口出现发痒的情况时，禁止使用手部对

其抓挠，嘱咐患儿及其家属相应的安全知识，避免在

恢复期间出现二次损伤。 
②饮食指导：对患儿本人及其家属进行饮食指导，

及时纠正其错误的饮食方式，鼓励其健康饮食，减少

辛辣、生冷、刺激性强等类型食物的摄入，可适当摄

入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注意营养结构的搭配，

减少因食物而产生的刺激。 
③用药指导方面：遵循医嘱，对患儿发放药物。同

时制作相应的药物小卡片，将每种药物的用法用量、注

意事项、禁忌事项、用药后的不良反应等内容书写于卡

片之上，避免其在服药过程中出现用法用量错误等情况。 
④预防指导：根据患儿实际情况如：创伤是否因

为动物咬伤出现等，对患儿进行破伤风，狂犬病一面

的注射，同时创口应每日进行换药，根据患儿实际情

况选择伤口完全暴露的时间。伤口愈合状况良好时，

可使用硅胶疤痕贴，预防瘢痕增生。 
⑤出院指导方面：在患儿出院后，添加患儿家属微

信、电话等联系方式，建立相应的微信群，以每周 2
次的频率在群众发送提前制作好的恢复护理小视频，供

其学习，确保患儿出院后的恢复效果，同时以每月 3
次的频率对其进行电话回访，督促其注意自身状况，且

定期到医院接受各项相应的检查，确保回访的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对照于观察组护理过程中的

依从性；创口感染、愈合以及出现瘢痕情况。护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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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包括：完全依从、基本依从、不依从三个评价标

准；护理过程中的依从率=（完全依从例数+基本依例

数）/总例数×100%。数据均由干预期间收集整理。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率计数资料采

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过程中的依从率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对照组与观察组

护理过程中的依从性；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完全依从例数为：15 例，占（30%）；

基本依从例数为：20 例，占（40%）；不依从例数为：

15 例，占（30%）；对照组护理过程中的依从率为：70%。 
观察组中：完全依从例数为：21 例，占（42%）；

基本依从例数为：26 例，占（52%）；不依从例数为：

3 例，占（6%）；对照组护理过程中的依从率为：96%。

其中 χ2=9.756，P=0.001。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创口感染、愈合以及出现瘢痕

情况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对照组与观察组

创口感染、愈合以及出现瘢痕情况；观察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

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出现感染例数为：13 例，占（26%）；

观察组出现感染例数为：2 例，占（4%）；其中 χ2=9.490，
P=0.001。 

对照组愈合例数为：42 例，占（84%）；对照组

愈合例数为：49 例，占（98%）；其中 χ2=5.983，P=0.014。 
对照组出现瘢痕例数为：9 例，占（18%）；观察

组对照组出现瘢痕例数为：1 例，占（2%）；其中

χ2=7.111，P=0.008。 
3 讨论 
面部外伤患儿普遍存在:年龄小，心智不成熟等情

况，在受伤赶往医院后，由于从小对于医院的恐惧，

创伤所带俩的疼痛等原因，通常会使其出现恐惧、哭

闹、强烈的挣扎等，不仅可能使得创口损伤变得严重，

同时影响相关医护人员的干预措施。加上部分患儿家

属对患儿存在强烈的担忧，从而使其内心产生焦急、

烦躁、恐惧等情绪，迫切的想要立即取得完美的干预

效果，但实际与其预想不符，使其出现对医护人员的

不信任，忽视医护人员告知的注意、禁忌事项，使得

患者受到进一步的伤害[5-6]。 
在本次中，观察组采用了综合护理的护理模式对

患儿进行干预，通过术前、术中、术后，对患儿及其

家属进行心理、用药、饮食、健康宣教等方面的护理，

有效提升了患儿的依从性，改善了创口感染、愈合以

及出现瘢痕情况，相比于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

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对面部外伤患儿，采用综合护理的护

理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创口感染、愈

合以及出现瘢痕情况；同时提升其护理过程中的依从

性，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本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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