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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新生儿医源性皮肤损伤(latrogenic skin lesions，LSI)是
指医护人员在医疗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或仪器发生故障等某
些因素造成的新生儿与原发性疾病无关的皮肤损伤，属于儿
科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新生
儿常见并发症[1]。新生儿皮肤娇弱，角质层薄，皮肤屏障还未
发育完全，容易脱皮，如若处理不当则会产生并发感染，尤
其是PICU新生儿，在经历一些抢救活动时，由于各种仪器设
备的使用，更是加大了新生儿LSI的风险，不仅给患儿带来了
伤害，还会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医疗纠纷，给医院和家庭都
带来一定的损害[2]。目前只有从源头出发，降低PICU新生儿
患上LSI的机会，提前预防。本研究采用个案管理，预防新生
儿LSI。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100例
PICU新生儿。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观察
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7.86±1.03)d，胎龄(37.60±1.56)
周；体质量(3146.86±468.45)g；对照组男30例，女20
例；年龄(7.56±1.12)d，胎龄(38.12±1.22)周；体质量
(3268.24±506.35)g。两组新生儿在年龄、性别、体质量
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

PICU新生儿均无其他心、肺、肝脏等重大器官类严重疾病，
并与其家属进行沟通，获得同意，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当遇到PICU新生儿发生LSI
时，及时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对照组实施个案管理，具体措
施如下：(1)成立特定护理小组，组内成员包括儿科医师和5
名儿科护师，6名成员均经过两个月LSI相关了解与护理知识
培训。(2)定期培训小组成员，加强专业知识，了解LSI的形成
原因后，消除其可能导致的不利因素。例如：埋置静脉留置
针时，针头松动或多次埋置可能导致针头划伤皮肤，埋置时
间过久造成压伤，撕开医用胶布时易造成撕裂伤，新生儿指
甲抓伤和摩擦伤，由于未注意伤口处理所发生的感染损伤。
可以加强护理人员埋针技术，避免技术性错误发生，固定留
置针时，在与皮肤接触面上放入小棉布固定，尤其是在头皮
埋置留置针时，将头发剃干净，避免医用胶布撕扯到头发，
撕开胶布时，可用生理盐水将棉签蘸湿，轻轻涂抹胶布上，
横向拉开，切不可蛮横拉开。对于指甲和摩擦所造成的伤
害，可以为新生儿穿戴柔软的棉手套和棉袜，避免伤害。每
个新生儿在入院时都要仔细检查，看身上是否存在伤口，有
要及时处理，避免感染发生。(3)针对每个不同病情不同体质
的PICU新生儿制定符合其条件的护理计划，达到良好的预防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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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PICU新生儿家属满意度，制定自评
问卷调查，对医护态度、护理情况及住院环境进行评估，分
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标准。总满意率=(非常
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2)比较两组新生儿LSI总发
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1.0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
n(%)表示，采用χ

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比较两组PICU新生儿家长满意度情况  观察组家属总满意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比较两组PICU新生儿医源性损伤发生情况  观察组新生儿
LSI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3  讨   论
　　个案管理是指针对于某个人或事物采取的相关管理方
案，针对其被管理者的特殊性制定符合当事人实际情况的护
理措施，是一种能够提高护理工作有效性的新型方式[3]。本院
通过对观察组50名PICU新生儿成立相应护理小组，小组成员
成立前后均接受新生儿LSI相关培训，提高自身理论与操作水
平，能应对新生儿护理过程中突发情况，对预防PICU新生儿
LSI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这可能是因为护理人员采取了有效
的措施，如为防压伤每隔一段时间给PICU新生儿翻身、在埋
置静脉留置针时也垫了棉布[5]，护理人员对每位PICU新生儿
都仔细看护，减少了可能引发LSI的因素，且成立的专门护理
小组人员每个人分工明确，了解自己所在岗位应尽的职责，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降低了LSI发生率。
　　新生儿LSI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对于PICU
新生儿，其自身就已经存在某方面的疾病，又经过医院的紧
急救助，本身就相较于一般新生儿发生LSI的概率要高[6]。再
加上PICU新生儿是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经过一些救治
的，可能在进入医院之前没有发生皮肤损伤，由于大大小小
的救治活动，发生了LSI，家属发现了本着心疼孩子的第一
原则，很有可能会责怪医生与护士，进而产生一系列医疗纠
纷[7]。本研究实施个案管理，有效地预防了PICU新生儿产生

LSI，提高了家长满意度，减少了医疗纠纷，促进了和谐有效
的医患关系，这与刘惠仙等[8]的研究结果相符。不过个案管理
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相较于常规护理高得多，相较于病例量
多的情况下，可能不是特别适合，这一点，今后还需进一步
探讨研究。
　　综上所述，个案管理在预防PICU新生儿LSI临床实践中有
良好效果，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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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比较两组家长满意度情况[n(%)]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50)            30(60.00)              18(36.00)           2(4.00)              48(96.00)

对照组(n=50)           10(20.00)               27(54.00)           13(26.00)         37(74.00)

χ2                                                                                                                          9.490

P                                                                                                                             0.002

表2 比较两组PICU新生儿医源性损伤发生情况[n(%)]
组别                                  压伤                 针头刺伤                         胶布拉伤          擦伤                                感染性损伤                 总发生率

观察组(n=50)                         0(0.00)                1(2.00)                          2(4.00)                            0(0.00)               1(2.00)                  4(8.00)

对照组(n=50)           4(8.00)                10(20.00)                          5(10.00)        1(2.00)               6(12.00)                   26(52.00)

χ2                                                                                                                                                                    23.048

P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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