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适应床上排尿*排便*卧床休息*患肢制动#为术后康复做好

充分的准备'在整个护理程序中#心理护理是至关重要的#介

入诊疗所致的紧张*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会严重影响手术的

顺利进行及术后康复#对患者进行科学合理的心理护理可有效

缓解这些不良反应#从而大大提高患者的手术耐受性#同时降

低手术相关的不良反应'本研究发现#入院时#两组患者的收

缩压和心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

%

"7"0

%&但在术前和术中两组

患者的收缩压和心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0

%'两

组患者在恶心"呕吐*紧张"焦虑*出血"血肿*心律失常*尿潴

留*迷走反射等不良反应方面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7"0

%'综上所述#整体护理干预对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

的手术相关不良反应具有积极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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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新型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操作性疼痛的影响研究

符春茹!陈道环!占达丽

"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儿科
!

08#6""

#

!!

F(G

!

#"79.$.

"

H

7G))57#$8#&/96/7!"#!7".7"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8#&/96/

"

!"#!

#

".&".9#&"!

!!

操作性疼痛是临床工作中最为常见的医源性症状#小儿可

能接受的医源性疼痛刺激主要有静脉穿刺*肌内注射*腰椎穿

刺*腹部穿刺等#这些侵入性操作所导致的疼痛对小儿的生长

发育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

)

#因此#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

护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将操作性疼痛的不良影响尽可能降到

最低#以保证小儿健康的生长发育'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选择
!""8

年
6

月至
!"#"

年
#"

月期间在本

科诊疗的
#0/

例住院患儿#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成对照组及

研究组#每组
8.

例#两组患儿的入选的标准为!$

#

%年龄
9

!

#9

岁&$

!

%操作一次性成功&$

9

%严格按照病情需要进行疼痛性

操作'排除标准为!$

#

%严重感染者&$

!

%

!6O

内使用过镇痛药

或镇静药&$

9

%需要吸氧或使用辅助呼吸者&$

6

%昏迷*窒息*惊

厥等意识障碍的严重疾病'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具有较好的

可比性'

=7>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予以传统的护理干预&而研究组予以

新型综合护理干预#主要是根据患儿及其家属的性格*兴趣爱

好*心理特点以及文化程度采取个性化的护理方法#其主要措

施有!$

#

%缓解紧张气氛'在操作时让患儿听轻音乐#尽可能缓

解紧张气氛'$

!

%夸奖与鼓励'适当给予患儿奖励和鼓励#如

提供其喜欢的玩具'$

9

%分散或转移注意力'在操作时#护士

的安慰*微笑*童话故事*玩具*糖果以及家属的正确引导均可

以很好地分散或转移小儿的注意力'$

6

%改善治疗环境'将操

作室装扮成一个儿童乐园#墙壁张贴卡通画*童谣*漫画#让患

儿感觉完全不是在治疗室'

=7?

!

分析指标
!

分析两组患儿在操作时的心率*呼吸频率*血

氧饱和度*疼痛面容持续时间*操作时啼哭时间*操作结束后啼

哭时间超过
#")

的例数*护理满意度以及疼痛程度'护理满

意度可分为完全满意*部分满意*不满意#制作成卡片让患者家

属进行评价'另外#疼痛程度可分为#

"

级!无疼痛#很高兴&

#

级!疼痛较轻微#有皱眉&

!

级!疼痛明显#有吵闹但没有流泪&

9

级!疼痛难以忍受#有流泪'

=7@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67"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数据用
OcB

表示#两组患者的心率*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

疼痛面容持续时间*操作时啼哭时间*操作结束后啼哭时间超

过
#")

例数比较采用
:

检验#疼痛程度以及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7"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两组患儿的临床基线情况比较
!

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

操作类型以及基础疾病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

#

%

"7"0

%#见表
#

'两组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7>

!

两组患儿操作时生命体征情况
!

研究组患儿操作时的呼

吸频率*心率以及血氧饱和度较对照组均明显改善#且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7"0

%#见表
!

'

>7?

!

两组患儿疼痛相关指标的情况分析
!

与对照组比较#研

究组患儿的疼痛面容持续时间*操作时啼哭时间*操作结束后

啼哭时间超过
#")

的例数均明显减少$

#

#

"7"0

%#见表
9

'

>7@

!

两组患儿疼痛程度的分析
!

研究组患儿的操作性疼痛程

度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

#

#

"7"0

%#见表
6

'

>7A

!

两组患儿的护理服务满意度比较
!

在护理服务满意度方

面#对照组总满意率为
/67".@

#研究组总满意率为
.$7!"@

#

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7"0

%#见表
0

'

表
#

!!

两组患儿的临床基线情况

临床项目 对照组$

+B8.

% 研究组$

+B8.

%

性别$男"女%

09

"

!$ 00

"

!6

年龄$岁%

07!c#7! 076c"7.

操作类型$

+

%

!

静脉穿刺
9# !.

#9.

重庆医学
!"#!

年
9

月第
6#

卷第
.

期



续表
#

!!

两组患儿的临床基线情况

临床项目 对照组$

+B8.

% 研究组$

+B8.

%

!

肌内注射
!! !9

!

腰椎穿刺
## #9

!

腹部穿刺
. 8

!

骨髓穿刺
$ 8

基础疾病$

+

%

!

小儿肺炎
!9 !#

!

小儿腹泻
#/ #8

!

小儿贫血
## #9

!

小儿支气管哮喘
$ 0

!

小儿佝偻病
8 /

!

小儿肾炎
/ $

!

小儿白血病
9 6

!

小儿湿疹
9 0

表
!

!!

两组患儿操作时生命体征的比较#

OcB

$

组别
+

呼吸频率$次"
PG5

% 心率$次"
PG5

%血氧饱和度$

@

%

对照组
8. 687!c678 #0#76c/76 .670c!7#

研究组
8. 9/7$c679

"

#9!70c$7/

"

..7#c#7/

"

!!

"

!

#

#

"7"0

#与对照组比较'

表
9

!!

两组患儿疼痛相关指标的比较

组别
+

疼痛面容

持续时间$

)

%

操作时

啼哭时间$

)

%

操作结束后啼哭

时间超过
#")

的例数$

+

%

对照组
8. 667/c##76 6"78c#!7! 9.

!

研究组
8. !97!c/7.

"

#!70c.78

"

#8

"

!!

"

!

#

#

"7"0

#与对照组比较'

表
6

!!

两组患儿疼痛程度的比较#

+

$

组别
+ "

级
#

级
!

级
9

级

对照组
8. #9 !9 9# #!

研究组
8. !6 96 #! .

表
0

!!

两组患儿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

完全满意

(

+

$

@

%)

部分满意

(

+

$

@

%)

不满意

(

+

$

@

%)

总满意率

$

@

%

对照组
8. 6"

$

0"7$9

%

!6

$

9"79/

%

#0

$

#/7..

%

/#7"#

研究组
8. $/

$

/$7"/

%

"

/

$

#"7#9

%

9

$

97/"

%

.$7!"

"

!!

"

!

#

#

"7"0

#与对照组比较'

?

!

讨
!!

论

临床上各种侵入性操作是诊疗疾病最基本的措施'然而#

这些侵入性操作均会产生一定的疼痛反应#对患儿产生不良影

响(

9&6

)

'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急性期疼痛刺激会导致内分

泌*免疫*植物神经和行为的改变#并且通过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轴的调节使得患儿心率*血压*颅内压增加以及血氧饱和度下

降#甚至会产生脑组织缺血坏死*脑室出血*脑白质损伤等严重

改变(

0&8

)

'然而#目前大部分儿科护理人员并没有意识到操作

性疼痛护理干预的重要性#没有接受正规的防治小儿疼痛相关

的教育与培训#因而错过了缓解小儿操作性疼痛的治疗时

机(

/

)

'为了减轻患儿的痛苦#提高一次性操作成功率以及治疗

成功率#使得护患关系更加融洽#取得患儿及家属的信任#积极

配合治疗#对该类患儿采取科学合理的护理干预是十分必要

的(

.&#"

)

'目前相关研究已证实#安静舒适的环境*舒适的体位*

融洽的护患关系和稳定的情绪可以较好地缓解患儿操作时的

疼痛(

##&#9

)

'

本研究对小儿操作性疼痛采取新型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取

得了比较满意的护理效果'研究发现#研究组患儿操作时的呼

吸频率*心率以及血氧饱和度较对照组均明显改善#且两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7"0

%&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患儿

的疼痛面容持续时间*操作时啼哭时间*操作结束后啼哭时间

超过
#")

的例数均明显减少$

#

#

"7"0

%&研究组患儿的操作性

疼痛程度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

#

#

"7"0

%&在护理服务满意程

度方面#对照组总满意率为
/#7"#@

#研究组总满意率为

.$7!"@

#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7"0

%'本研究

证实#对小儿操作性疼痛采取新型综合护理干预措施是科学有

效的#它能够很好地缓解患儿疼痛#减轻操作性疼痛所引起的

相关不良反应#同时显著提高了护理质量#对临床护理工作具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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