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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方案在儿科急诊留观患儿中的应用*
梁雅欣*

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医学科(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行动研究方案在儿科急诊留观患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的方法，将2022年1月至2月本院急诊留观患儿60例分成两组。对照组30例
患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30例患儿接受行动研究方案护理，比较两组输液等待时间、住院时间、健康知识知晓评分、护理投诉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输液等待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后健康知识知晓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家属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未发生护理投诉事件，对照组发生1例护理投诉事件，护理投诉率为3.33%(1/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17，P=0.313)。结论  行
动研究方案有助于提升儿科急诊留观患儿护理质量，缩短其输液等待时间，增加家属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减少护理投诉发生，从而获得更高的家属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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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n Action Research Program to Children Retained 
in Ped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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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ction research program in pediatric emergency detention children. Methods Adopting a randomized 
method, 60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January-February 2022 in our hospital. 30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and 30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ction research program nursing care, comparing the waiting time for infusion, 
hospitalization time, health knowledge score, nursing complai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waiting time for 
infus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health knowledge 
knowledge after nursing ca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family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did not have any nursing complaint ev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one nursing complaint event, and the rate of nursing complaints was 3.33% (1/30), with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017, P=0.313). Conclusion  The action research program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for children staying in the 
ped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rten their waiting time for infusion, increase the family's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complaints, thus obtaining higher family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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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科急诊留观室是高风险科室之一，急诊留观患儿病情相对
复杂且病情变化快，护理服务难度较高，护理人员难以与患儿建
立稳定的护患关系。加之家属担心患儿身体健康，常会产生情绪
紧张、焦虑情绪，对疾病知识缺乏，难以有效配合护理人员工
作，使得患儿潜在风险大大增加，同时增加医疗纠纷的发生[1-2]。
因此，加强对儿科急诊留观患儿护理干预尤为重要。行动研究法
是将研究与临床中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通过发现问题、行动计
划、实时反馈的不断循环，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提高护
理效果[3-4]。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探讨基于行动研究理念的行动研
究方案在儿科急诊留观患儿中的作用。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的方法，将2022年1月至2月本院急诊留
观患儿60例分成两组。对照组30例患儿，其中男性16例，女性
14例；疾病类型：12例高热惊厥患儿，8例癫痫发作患儿，7例
中毒患儿，其他3例；年龄3-14岁，平均年龄(8.59±1.24)岁；家
属：男性9名，女性21名；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12例，专科
及以上18例；年龄28-45岁，平均年龄(36.59±3.37)岁。观察组
30例患儿，其中男性17例，女性13例；疾病类型：14例高热惊
厥患儿，9例癫痫发作患儿，5例中毒患儿，其他2例；年龄3-14
岁，平均年龄(8.62±1.27)岁；家属：男性10名，女性20名；受

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13例，专科及以上17例；年龄28-45岁，
平均年龄(36.61±3.34)岁。两组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纳入标准：患儿留观时间>24h；均有家属陪护；均同意参与
本研究。排除标准：伴有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者；单亲或留守家
庭者；有语言障碍及阅读障碍的家属。参与研究者均知情同意，
且本研究获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措施护理：患儿入院后，向家属进行
常规入科介绍，讲解患儿疾病发生原因、治疗方法和护理注意事
项，给予患儿病情观察、基础护理、饮食指导等。观察组按照行
动研究方案对患儿实施护理：(1)发现问题。采用个人访谈、数据
分析的方式，全面评估可能影响急诊留观患儿护理质量及家属满
意度的因素，确定目前存在的问题，经归纳总结，影响急诊留观
患儿护理质量和服务满意度因素主要有：家属对患儿疾病认识不
足，护士操作水平、健康教育能力，环境安全设施等。(2)制定计
划。根据现存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和以往护理经验，制定行动研
究方案。(3)采取行动。①改善急诊环境。在急诊分诊区，制作儿
科急诊方位图示，悬挂指示牌，在留观室墙壁张贴卡通壁画。②
优化住院流程。医生开入住院证后，一站式预约床位，手机扫码
缴费住院，简化住院流程。③入观指导及基础护理。患儿、家属
进入留观室后，依据患儿不同病种、年龄合理安排床位，向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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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介绍医院留观室病房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并为其介绍急诊
工作人员，创设安静、整洁、光线适宜的住院环境，现场演示呼
叫设备、心电监护等使用方法。④健康宣教。向家属详细讲解患
儿的治疗方案、护理措施、病情进展等内容，并告知家属各类药
物的用法用量、疗效，介绍用药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及干预措
施，给患儿输液时告诉家属留置针的护理方法，保留时间及保管
方法等，讲解惊厥的预防和居家处理等知识，示范雾化吸入以及
正确叩背排痰的方法。⑤强化护患沟通。采用亲切态度、温和语
气与家属沟通，有效地告知家属患儿病情的具体情况，耐心倾听
家属心声，并表达理解和同情，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解答。
⑥出院指导。给予家属出院后用药指导、注意事项等、儿科专家
门诊时间，并向家属了解留观期间对医护人员的意见和护理工作
建议。(4)观察与反思。通过家属反馈，发现其对输液等候时间较
长不满，制定针对性修正计划，护士长弹性排班，根据病人流量
及时安排上班人员，并安排急诊其他岗位的人员随时协助，安装
床旁呼叫系统，及时与患儿家属沟通，安排治疗时间。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输液等待时间、住院时间、健康知识知
晓评分、护理投诉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1)记录两组患儿输液
等待时间。(2)护理前和患儿出院时发放本院自制健康知识调查
表，从知识知晓、健康行为、合理用药3个方面，调查家属对健
康知识掌握情况，该调查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9，重测效

度为0.867，每项25分，满分75分，分值高表示家属健康知晓率
越高。(3)统计两组护理投诉情况。(4)发放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
调查表调查家属对护理服务满意度，主要包括健康宣教、病情评
估、服务态度、沟通交流4个方面，该调查表重测效度为0.867，
Cronbach’s α系数为0.856，采用1-5分评分法，分数高则家属
越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χ

-
±s)

表示，用t检验，以n(%)表示计数资料，用χ
2检验，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输液等待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输液等待、住院
时间均比对照组短(P<0.05)。见表1。
2.2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评分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健康知识知晓
评分更高(P<0.05)。见表2。
2.3 两组家属满意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家属满意度评分比对照组
高(P<0.05)。见表3。
2.4  两组护理投诉率比较  观察组未发生护理投诉事件，对照组
发生护理投诉事件1例，护理投诉率为3.33%(1/30)，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1.017，P=0.313)。

表1 两组输液等待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输液等待时间(min) 住院时间(d)

对照组(n=30) 6.18±1.14 7.79±1.11

观察组(n=30) 3.96±1.02 5.54±1.00

t                     7.949                     8.249

P                    <0.001                     <0.001

表2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评分比较(分)
组别                                                  知识知晓                                                  健康行为                                                合理用药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30) 10.28±2.13 14.49±2.21a 11.16±2.05 15.53±2.24a 11.45±2.06 15.53±2.14a

观察组(n=30) 10.34±2.15 18.95±2.22a 11.19±2.08 18.98±2.27a 11.49±2.10 19.92±2.17a

t                     0.109                     7.798                     0.056                     5.925                     0.075                     7.890

P                     0.914                     <0.001                     0.955                     <0.001                     0.941                     <0.001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aP<0.05。

表3 两组家属满意度评分比较(分)
组别                        健康宣教           病情评估   服务态度       沟通交流

对照组(n=30) 2.13±0.42     2.08±0.37 2.10±0.28   2.17±0.35

观察组(n=30) 3.59±0.51     3.64±0.40 3.69±0.42   3.78±0.44

t                     12.104        15.681 17.253     15.685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   论
　　儿科急诊留观患儿具有病情不稳定、复杂多变、流动性大等
特点[5-6]。受客观条件、疾病知识、滞留时间及期望水平的影响，
可能会引起患儿负面情绪，导致其治疗依从性降低，甚至引发护
患纠纷，不利于疾病治疗[7-8]。常规护理措施缺乏针对性和系统
性，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护理效果[9-10]。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输液等待、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
短，护理后健康知识知晓评分高于对照组，家属满意度评分高
于对照组，护理投诉率低于对照组。表明行动研究方案可提升

儿科急诊留观患儿护理质量，提高患儿家属对健康知识的掌握
和对护理满意度，降低护理投诉事件发生。行动研究是螺旋循
环的过程，其以问题为研究重点，将研究与解决工作中的实际
问题紧密结合，通过发现问题、制定计划、采取行动、观察与
反思等步骤，不断改进并实施方案[11-13]。通过改善急诊环境，
完善以“患儿家属”为中心的服务设施，并进一步优化住院流
程 ， 为 患 儿 和 家 属 提 供 更 加 便 捷 、 优 质 的 入 观 指 导 及 基 础 护
理，能够提高其对医院的信任，对于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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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意义[14-16]。加强对家属的健康知识宣教，通过现场示范、
宣教单等多种教育形式，能够加深患儿家属对疾病的认识，充
分激发家属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主动配合护理工作，与医
护人员共同为患儿提供精心照护[17-19]。优化服务态度，强化沟
通水平以及沟通技巧，及时消除患儿及家属的心理负担，有助
于提高其治疗依从性，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20-22]。此外，行动
研究法通过动态监测患儿及家属情况，不断循环，调整方案，
以使方案更贴近患儿需求，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护患关
系和谐发展，从而提升家属满意度[23-24]。
　　综上所述，在儿科急诊留观患儿中采取行动研究方案，进一
步改进护理流程，为患儿提供最佳护理服务，可缩短其输液等待时
间，提高家属对健康知识掌握，促使其协助患儿积极配合护理工
作，有助于减少护理投诉发生，家属满意度更高，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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