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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责任制整体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中的应
用效果

刘新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 100045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责任制整体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抽取本院中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5月间接收并入

住在重症监护室的患儿 60例为实验对象，采用计算机排列法将其分组，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中各有 30例患儿。对照组实

行传统护理，实验组在传统护理基础上添加责任制整体护理。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患儿的护理品质评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然低于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护理满

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关于儿童重症监护室中应用责任制整体护理，其效果很好，并可以提

高护理效果以及品质，还能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对增进护患关系有重大作用，应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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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儿童重症监护室指的是集中接收儿科危重疾病

患儿，如呼吸衰竭、呼吸心跳骤停、心力衰竭、惊厥、

休克等危害生命疾病的病室[1]。儿童重症监护室是医

院中一个特殊的科室，通常该科室接收的患儿多数

都是病情很严重的，可以把患儿聚集在一起进行医

治，一般入住重症监护室的患儿病情都不稳定，变化

很大[2]。再加上患儿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所以

很容易发生不良事件，进而对患儿生命安全造成重

大影响，还会发生医疗纷争问题，对医院的形象也会

带来影响[3]。所以儿童重症监护室中的护理理应要有

着更严格的要求，唯有实行科学合理的护理措施，护

理人员的工作品质才能获得提升，才可以更好地给

以患儿护理措施，并改善患儿的预后效果[4]。本次实

验抽取本院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5月间接收并入

住在重症监护室的患儿 60例为实验对象，探讨分析

责任制整体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效果，

并获得优良的成果，现报告如下。

一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抽取本院中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5月间接收

并入住在重症监护室的患儿 60例为实验对象，采用

计算机排列法将其分组，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

组中各有 30例患儿。实验组中共包含男患儿 12例，

女患儿 18例，年龄介于 1~10岁之间，平均年龄（6.

8±2.4）岁，对照组中共包含男患儿 13例，女患儿 17

例，年龄介于 1~12岁之间，平均年龄（5.6±2.8）岁。

本次实验中所有患儿家属均对本次实验知晓，签署

有关协议，对比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未发现明显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二）研究方法

1 对照组

对照组实行传统护理措施，采用传统的排班制

度实行护理工作，内容如下。

（1）遵循医嘱护理。医护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护

理人员根据医生提出的相关注意事项对儿童实行护

理。

（2）基本护理。包括基本护理及病症的对症护

理，与医生相互配合维持患儿病情稳定，进行常见并

发症的预防护理。

（3）观测患儿病情等基础工作。密切监测患儿心

率、体温等各项体征，注意体征有无异常及时告知医

生并采取相应措施。

2 实验组

实验组在传统护理基本上添加责任制整体护

理，内容如下。

（1）建设整体护理小组。根据患儿具体状况以及

科室人员的安排情况，建设护理小组，其中人员包含

责任护理人员、责任护理组长以及护理学员等。对监

护室中所有患儿的病情以及病床的数目进行分析，

将护理人员进行合理的配置并组成固定不变的护理

小组，每个小组都选取一名责任组长，并确立组长责

任制度，每个小组中的护理人员都理应对分配的病

床进行责任护理。

（2）护理小组人员分派。按照小组中护理人员的

临床工作经验、职位、天分等方面确立对应的责任，

由护士长或是护师职称以上、工作经验丰富并且能

力强的护理人员担任，整体护理小组中的成员务必

为 3年以上的护理人员构成，责任组长需领导护理

人员做好对应的护理工作，关于儿童重症监护室中

·专题研究· 家庭生活指南 2022年 5月下旬刊 第 38卷 第 15期

138



Family life guide

的重点以及难点的工作，务必要求护理人员要有完

全的了解。

（3）建设责任包干制度。儿童重症监护室护理人

员实行“我的品质我负责”“我的患者我管理”的责任

包干制度。每一位护理人员负责 4例患儿，为患儿提

供全方面的护理措施，增强基础护理并且也要注重

专科护理。

（4）拟定责任制度。关于儿童重症监护室中要实

行责任全包制度，一个护理人员对自己护理的重症

患儿务必护理恰当，同时给以整体的护理方式，对一

些常规的护理工作不但要做好，还要对专科护理工

作了解并掌握。责任护士通常负责患儿突发状况的

抢救，护理学员则需要责任护士对其指示患儿病室

中的基本护理工作，辅助按时清点患儿所需药品以

及实行配置。

（5）实行护理工作。其中责任组长则需要根据患

儿的实际情况对其持续改善以及完善护理计划，同

时小组中的全部人员都务必遵循有关规定去实行护

理服务，可以在小组中应用弹性排班制度，确保护理

工作中做到层次、持续以及平衡等要求，尽量保证护

理人员有充足的休息时长，尽量的使护理人员交接

班频率降低，同时也是确保护理工作能够更好的实

行。此外护理人员进行病室内护理时，务必佩戴工作

帽、更换衣物、换鞋、洗净双手。进入病室内对患儿进

行护理前后务必应用消毒剂或是流动清水洗手。

（6）护理人员素质要求。务必选取业务、品德以

及身体素质等多个方面优秀的护理人员，不但具备

新生儿临床护理经验以及基本护理知识，还对多种

急救护理和抢救时操作能力有充足的掌握，关于临

床中各种监护指标要了解，并结合患儿实际病情进

行对应的护理措施。

（7）加强护理区域工作。病床配置 3~4张，特殊病

人配有单间或者层流间，每个床单位配置监护仪，呼

吸机，复苏气囊，复苏用具，负压装置，输液泵，另外抢

救车、除颤仪、心电图机、彩超机、升降温仪随时备用

状态。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尽可能保障周围病房环境

的通畅，不可出现道路拥堵影响患者转移的情况。

（三）观察指标

应用本院自制表格对两组患儿的护理品质评

分、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满意率进行记录和比较。

（四）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中触及的全部数据均进行分析后录入

统计学软件 SPSS22.0进行数据统计学处理，而实验

结果中，所有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满意率计数

资料用率（%）的形式表达，数据采取卡方检验，其护

理品质评分应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数据记录，实

验结果采用 t值进行检验，若 p<0.05，则说明实验结

果具备统计学意义。

二 结果

（一）两组患儿护理品质评分比较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患儿护理品质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表 1 两组患儿护理品质评分比较（x±s，分）

（二）两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结果表明，实验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

（三）两组患儿护理满意率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患儿护理满意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儿护理满意率比较

三 讨论

儿童重症监护室在医院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接收的患儿通常都是病情严重同时变化很大的，儿童

的治疗很重要，其护理水平也对儿童是否能救治成功

起着重大作用[5]。此次实验中，实验组患儿采用了责任

制整体护理方法，不仅护理品质获得提升，不良事件

产生率也得到降低，表明对于儿童重症监护室中应用

责任制整体护理有着一定的安全性[6]。

回顾整个护理流程得出，影响护理质量的因素

包括以下几点。

（1）日常护理工作量大，护理人员有限难以兼顾

组别 基础护理评分 专科护理评分 病室管理评分
护理文书书写

品质评分

实验组（n=30） 23.05.±1.82 22.32±1.03 20.53±2.11 22.73±1.42

对照组（n=30） 18.40±2.00 17.25±2.18 16.87±1.03 19.18±1.30

T 8.1477 9.6457 8.1475 9.6514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组别 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 意外事件发生率 臀红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n=30） 1（3.3%） 0（0%） 1（3.3%）

对照组（n=30） 2（6.6%） 3（10%） 5（16.66%）

X2 2.6284 7.5874 8.9574

P 0.6268 0.0136 0.0000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n=30） 23 6 1 96.66%

对照组（n=30） 10 11 9 70.00%

X2 8.9527

P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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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导致护理工作中有所缺失继而增加不良反应发

生风险并且护理人员之间分工不明确，导致护理工

作缺乏秩序[7]；

（2）缺乏对儿童重症监护室护理的专业性研究，

护理风险评估不够全面，护理风险识别能力较低，不

利于护理质量的提升[8]。

（3）细节护理不到位。由于重症监护室儿童尚未

脱离危险期，病情并不稳定，期间需要关注儿童生理

及心理的各个细节以维持儿童身体各项体征的稳

定。但由于儿童在表达能力上相对成人更弱，难以完

整且正确地表述自身症状，护理人员难以获得精确

信息继而不利于细节化护理的实行。

（4）护理人员专业能力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在

诊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对护理的价值认知有失偏颇，

不重视自身能力的提升，且护理积极性不高，继而导

致护理质量难以提升。例如相关仪器的使用能力，随

着医学科技发展，医学仪器也越来越精密，护理人员

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这些仪器，还需了解仪

器的提示信息采取正确应对方式[9]。

责任整体护理作为一种科学和系统的护理干预

方法，该护理主要本着以患者作为中心的护理观点，

对患儿实行整体的社会、生理和心理的护理措施。并

同时在此基础上确立责任制护理制度，可以让护理

人员的责任心得以提升，同时再建设护理干预小组，

护理工作效率能显著提升。并且责任护士领导小组

中成员实行各项护理工作，能明显提高护理人员的

积极性，主动去实行护理工作。护理人员再应用自身

的专业知识去对患儿的病情进行评判，对出现异常

的患儿能够及时发现并给以对应的救治，同时根据

患儿的实际情况去调节合适的护理措施，可以很好

促使护理差错事件、意外事件、臀红事件发生率降

低，从而改观患儿的预后效果，使患儿康复时长缩短
[10]。在此基础上，责任制护理通过建立整体护理小组

还可促进护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并提高护理人员之间

的默契度，促进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护理人员之间

可相互学习继而在护理技能上有所提升。并且责任

护理制对护理人员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使得护理

人员能正确认知自身价值朝正确方向进行提升，也

能为护理人员技能培养指明方向，有利于全面提升

护理人员综合素质。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儿童重症监护室中应用责任制

整体护理，其效果很好，并可以促使护理人员正确认

知到自身在诊疗过程中理应发挥的价值及应当具备

的素质继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自我提升，有利于护理

技能的提升继而提高护理效果以及品质，还能降低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对增进护患关系有重大作用，应

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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