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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及儿童家长对相关信息的知晓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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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儿童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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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留置针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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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脱管的应

对措施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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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有效护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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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对照组"

'$)",*

&

'")&!*

&

%!),'*

&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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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法应用于儿科静脉留置针后可以在减轻患儿痛苦的同时!降低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临床应用价

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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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针保留时间短#反复穿刺极易对血管造成损伤#因此

近年来#留置针逐渐应用于临床当中(

#

)

*静脉留置针可保留

&

!

%:

#可随时静滴药物#便于患者活动#可随身携带#同时也

降低了药物外渗的发生#应用效果较好(

!

)

*对于儿童来说#保

留留置针不易活动#常不自觉的拽拉针尾造成针管脱落#出现

非计划性拔管#为患儿带来了痛苦的同时#也增加了护理人员

的工作量#护患纠纷的发生率显著增加(

&

)

*根本原因分析法

$

FR/

%是一类新型的回顾性失误分析方法#是一个系统性的

处理问题过程及有针对性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既往失误的反复

转眼探讨#从而得出新的改善方案*在本次研究中#本院儿科

自
!"#%

年开始运用
FR/

法#对脱管事件进行反复研讨分析#

寻找根本原因#并提出新的护理方案后#作用效果较好#在对临

床资料进行整理后#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儿科
!"#&

年
#

!

#!

月收治的置入

留置针患儿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发生非计划脱管
&+

例#其中#

有严重畸形'器质性'血液性病变#依从性较差或身体极度衰弱

的患儿
'

例*实施
FR/

法进行回顾性分析#查找原因并制定

新的护理方案后#将其应用于自
!"#%

年
#

!

#!

月经本院儿科

收治并置入留置针的
#&"

例患儿中#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平均$

$),$_")%#

%岁#并将该组患儿作为观察组*

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均具有可比性*见表
#

*患儿的纳入标准!$

#

%患

儿年龄
$

#!

岁*$

!

%所有患儿均需经过其监护人知情同意#签

署同意书后#方可参与调查研究*排除标准!

#

周内治愈或出

院#要求拔除留置针的患儿*

$)/

!

方法
!

对照组患儿
#!'

例#发生非计划脱管
&+

例#实施

FR/

法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查找原因#具体方法如下!$

#

%建

立专项管理小组#要求小组人员均经过培训#具备相关
FR/

知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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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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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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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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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收集临床相关资料#了解患儿置管的常见穿刺部位'脱管发

生的原因'患儿监护人对相关信息的知晓度'导管固定情况等*

$

!

%将护理人员'患儿及其家属聚集在一起#从管理'操作'护

理'材料四个方面着手#共同探讨寻找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的根

本原因#并投票表决*$

&

%根据表决结果#认为导致非计划性拔

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置管流程不完善#家长对相关信息

的知晓度欠佳#宣教不及时等*$

%

%制定新的护理方案#将其应

用于观察组的
#&"

例患儿中#包括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及质量

标准#由专人专项负责&置管前由相关护理人员为患儿及其家

属讲解置管的注意事项#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置管一侧勿提重

物#勿沾水或用力活动等&留置针通常保留
&

!

%:

#贴膜如有破

损'潮湿等应立即告知护理人员进行更换&针眼处有渗血'渗液

时也应告知护士进行相关处置&一旦出现脱管#家属勿惊慌#应

立即按压针眼处#并在另一处由护士重新置一枚留置针*告知

患儿家属相关操作流程'紧急应急预案#并发放相关护理包及

血管保护手册&置管时#护理人员应尽可能避免关节处'易活动

处#应严格规范执行操作流程#粘贴时应牢固#对于年龄较小的

幼儿#必要时可辅以弹力绷带或弹力头套以避免其拖拽针管&

定期为护理人员进行留置针相关知识的培训及考核#确保每个

护士都能熟练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

$

%对患儿家长

进行相关知识的宣教#主要讲解疾病相关知识'使用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发生脱管的应对措施及如何进行有效护理等#耐心

指导#鼓励家长分享交流自己的经验#遇到问题应及时询问护

理人员并及时改正&护理人员应定期考察患儿家属对相关信息

的知晓度*

表
#

!!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

男"女$

'

"

'

% 平均年龄$岁#

O_<

%

观察组
#!' +,

"

%, $),+_")&%

对照组
#&" '(

"

'# $),$_")%#

!

!

"

2 !)"% ")%!

! ")#$&! ")'+#,

$)'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脱管发生率'置管费用'留置时间及

儿童家长对相关信息$疾病相关知识'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发生脱管的应对措施'如何进行有效护理%的知晓率#并作统计

学分析*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对比两组脱管发生率'置管费用及留置时间
!

观察组脱

管发生率$

&),$*

%'置管费用($

$&)"'_')$+

%元)'留置时间

($

#)'#_")#+

%

:

)低于对照组脱管发生率$

!()&+*

%'置管费用

($

#+')!$_!&)+,

%元)和留置时间($

!),$_")&(

%

: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脱管发生率及置管费用及留置时间比较

组别
'

脱管发生率

(

'

$

*

%)

置管费用

$

O_<

#元%

留置时间

$

O_<

#

:

%

观察组
#!' &+

$

!()&+

%

"

#+')!$_!&)+,

"

#)'#_")#+

"

对照组
#&" $

$

&),$

%

$&)"'_')$+ !),$_")&(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

比较两组儿童家长对相关信息的知晓率
!

观察组儿童家

长对疾病相关知识知晓率$

(')(!*

%'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知晓率$

(,)%'*

%'发生脱管的应对措施知晓率$

(&),$*

%'如

何进行有效护理知晓率$

(%)'!*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比较两组儿童家长对相关信息的知晓率(

'

#

*

$)

调查内容 对照组$

'f#!'

% 观察组$

'f#&"

%

!

!

!

疾病相关知识
,!

$

'$)",

%

#!'

$

(')(!

%

%!)$(

$

")"#

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

'")&!

%

#!,

$

(,)%'

%

$+)$#

$

")"#

发生脱管的应对措施
$%

$

%!),'

%

#!!

$

(&),$

%

++)%&

$

")"#

如何进行有效护理
'!

$

%()!#

%

#!&

$

(%)'!

%

'$),&

$

")"#

'

!

讨
!!

论

非计划性拔管是指患儿在未取得医护人员的同意下#擅自

将管道拔出使其脱落#或由于护理操作不当导致的留置针脱

出#均可称为非计划性拔管(

%.$

)

*在本次研究中#对本院患儿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可知#患儿脱管率较高#家属对置管

相关知识了解度较差#因此#本次研究旨在通过
FR/

法回顾既

往错误#以寻求新的改善方案*

FR/

法是通过建立一个专项管理小组#根据制订的培训

机制与完善的工作流程#针对已经发生的不良事件进行反复研

讨分析#找出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以此为出发点#有针对性'

系统性的制订改善措施#确保不良事件在得到有效处理的同

时#也能够起到警醒作用#避免类似问题再次重复发生(

+

)

*

FR/

法更重视整体#而非个人差错&着重于如何发现并解决问

题#而非仅追究个人错误与责任(

,

)

*实施
FR/

法前#对于特殊

患儿#即严重畸形'身体极度衰弱'有严重血液性'器质性病变

患儿等#其脱管发生率较高#究其原因在于该类患儿身体条件

较差#出现渗血渗液的概率增加#不易固定留置针且患儿配合

度较差*实施
FR/

法后#护理人员能够加强对该类患儿的巡

视#根据其病情不同予以对应改进处置#如可选择合适固定底

座#各个空隙均粘贴牢固#可自粘弹力绷带或网状弹力头套等*

发生非计划性拔管后#反复更换留置针不但增加了患儿的痛

苦#提高了治疗费用#加重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同时也造成了

不必要的浪费#科室绩效水平明显下降(

(

)

*患儿的痛苦也得到

了有效减轻#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患儿及其家属的期望值#使

其较为满意*使用
FR/

法后#增加了医护与患儿监护人的沟

通交流#家属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疾病相关知识#明确留置套管

针的重要性及相关注意事项#帮助患儿家属树立正确的护理意

识#有疑惑时也能够及时询问并得到有效解答#对患儿护理的

重视度明显增加(

#"

)

&同时护患之间的信任度也有了显著提高#

促进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提高了护理质量#降低了护患纠

纷的发生率#医院的社会效益也有显著增加#符合医院优质服

务的根本目标(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
FR/

法后#脱管发

生率'置管费用'留置时间及儿童家长对相关信息的知晓率明

显优于实施前*说明
FR/

法有效降低了护理成本#减少了患

儿家属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减轻了患儿再次留置针的痛苦#减

少了脱管的发生率#作用效果显著#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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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结果与冯苑等(

#&

)研究成果一致#但由于本次

纳入对象样本量较少#特殊病例不足#仍需行进一步的分析与

研究*

综上所述#将
FR/

法应用于儿科静脉留置针后#患儿的脱

管发生率明显降低#儿童家长对相关信息的$下转第
#+(+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其他研究有所差异#可能是由于受到地域'证型判断'病毒复制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小样本量研究得到的区域性结

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大样本量多中心研究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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