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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importance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ediatric surgical drainage tube 
nursing. Methods: The selected cases were all selected from the pediatric 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8 to 
February 2021, a total of 68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experimental group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 34 cases in each group,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unplanned extubation rate of drainage tub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verage removal time of drainage tub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in pediatric surgical drainage tub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unplanned extubation,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maintain effective drainage and shorten the average time 
of drainage tube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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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儿外科引流管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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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儿外科引流管护理中的临床效果及重要性的分析。方法：本次选取的病例均选自2018年8月—2021
年2月期间我院儿外科收治的患儿，共68例根据护理方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实验组（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每组34
例，对比2组的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引流管的非计划性拔管率与对照组对比（P＜0.05）；实验组引流管平均拔除时间
与对照组比（P＜0.05）。结论：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儿外科引流管护理中临床效果显著，能够有效地减少非计划性拔管的发
生，个性化护理干预可以保持有效引流缩短引流管平均拔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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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外科涉及的疾病种类较多，术后留置引流管的目的

在于将患儿机体体腔或间隙中的液体引流到体外，从而减少

感染的发生率，促进患儿术后的康复，因此做好引流管的护

理尤为关键 [1]。儿外科患者群体比较特殊，患儿年龄小，依

从性差，执行力差，患者群体的特殊性增加了护理难度，若

对其护理不当，最终会影响到治疗效果。本文主要研究个性

化的护理干预在儿外科引流管的护理中的临床效果，现报告

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选取的病例均选自 2018 年 8 月一 2021 年 2 月期

间我院儿外科收治的患儿，共 68 例。根据护理方法分为对

照组（常规护理）和实验组（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每组

34 例。纳入标准：年龄 3~17 岁，术后留置引流管，无意识

障碍及躁动者，家长同意参与本次研究。对照组中，男性

22 例，女性 12 例；年龄在 3~17 岁之间，平均（4±1.2）岁；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实验组中，男性 21 例，女性 13 例；

年龄在 4~17 岁之间，平均（4±1.2）岁；实验组予以个性

化护理干预。对比 2 两组各项临床资料。其结果显示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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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般资料

2.2 护理方法

2.2.1 对照组

予以常规的引流管护理：护理人员密切监视患儿的生

命体征，注意观察伤口局部渗血、渗液及伤口敷料是否清洁。

保持引流管固定良好，引流通畅，引流袋的高度低于手术部

位，确保无受压、扭曲，阻塞及脱管。指导患儿变换体位时，

注意引流管的放置，避免牵拉及脱管 [2]。观察引流液的颜色、

量，性状等并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护理人员要告

知患儿及家属引流管的作用及注意事项等 [3]。

2.2.2 实验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个性化的护理干预：

①术前做好护理计划，为患儿及家属做好健康宣教，

告知留置引流管的目的及注意事项，提前为患儿及家属做好

心理准备。

②通过患儿导管滑脱风险评估表评估脱管风险，内容

包括患儿意识、状态、年龄、插管天数，情绪反应等方面。

对患儿进行评分，大于等于 8 分为高危导管滑脱患儿，应悬

挂警示标识，班班交接。

③术后通过图片，文字，317 护等，简单明了地讲解引

流管的护理要点。

④术后早期活动对患者的恢复及疾病的转归具有积极

作用，下床活动时如何保证引流管的妥善固定和有效引流是

需要解决的难题 [4]。我们将活动状态下引流管的保护编成口

诀（动时将它牢牢挂，如影随形你和它，不要压它不要折，

口高它低才和谐）教会患儿及家属，调动患儿和家属的积极

性，护理起来得心应手。这种宣教方式一经使用即得到患者

及家属的好评。

⑤护士每天以问答的方式和患儿互动，加深印象，提

高患儿和家属的参与度。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分析。所有数据以均数士标

准差表示；对入选患者一般资料进行 t 检验；对两组患儿引

流管非计划性拔管率，引流管平均拔除时间进行 X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意义。

3 结果

①对比两组引流管的平均拔除时间，对照组 3.91±0.12

（天）；实验组 2.14±0.68（天），P ＜ 0.05 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引流管平均拔除时间比较

＜

②对照组非计划性拔管率为 11.8%（4/34），实验组非

计划性拔管率为 2.9%（1/34），P ＜ 0.05，差异显著，见 

表 3。

表 3 两组患儿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比较

＜

4 讨论

在儿外科护理工作中，引流管的护理是一项常见且重

要的护理工作，术后留置各种引流管有利于降低术后并发症

发生的风险，促进术后恢复 [5]。一旦护理不当，出现脱管，

将会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甚至引起护患纠纷 [6]。个性化

护理干预可有效地降低儿童术后引流管非计划性拔管，在本

次研究中对照组非计划性拔管率为 11.8%（4/34），实验组

非计划性拔管率为 2.9%（1/34），P ＜ 0.05，差异显著。个

性化护理干预可以做到有效引流，对比两组引流管的平均拔

除时间，对照组 3.91±0.12（天），实验组 2.14±0.68（天），

P ＜ 0.05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个性化护理干预可有效地降低儿童术后引

流管非计划性拔管，有利于提高护理安全，调动患儿及家属

的积极性。个性化护理干预可以做到有效引流，缩短引流

管的平均拔除时间，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患者满意度，达到

了护患双赢的目的。由此可见，个性化的护理干预在儿外

科引流管护理工作中临床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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