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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早期护理干预对小儿肺炎的疗效'方法
!

以该院
%((6

年
$

月至
%($(

年
$%

月儿科收治

的
*%

例肺炎患者为试验组!以
%((8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肺炎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给予传统护理#

试验组早期给予系统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
!

通过护理干预!

85

后的试验组胸片
j

线片

改善情况明显优于照组!肺部阴影消失率高于对照组#

:5

后的试验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照组!症状消失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早期系统化的护理干预能有效促进小儿肺炎的康复'

"关键词#

!

护理干预#

!

小儿肺炎#

!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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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肺炎多发于
:

岁以内儿童#由于小儿中枢神经

系统发育不完善#机体免疫功能不健全#其肺炎的发病率相对

较高#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严重威胁儿童的健康#发病率和病

死率较高+据统计#中国小儿支气管肺炎占儿科住院患者的

%*&'7

!

4'&%7

)

$

*

+因此#系统而高效的护理干预对肺炎患儿

的康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本院
*%

例小儿肺炎给予系统

而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本院
%((6

年
$

月至
%($(

年
$%

月儿科收

治的
*%

例肺炎患者为试验组#其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
*

!

%*

月#平均$

$:&%*a4&8)

&月%以
%((8

年
$

月至
%(()

年
$%

月

收治的
*$

例肺炎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

%*

月#平均$

$'&:4a8&%*

&月+所有患儿均符合
^,_

小儿

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均有不同程度的咳嗽,发热,呼吸加快,

心率加快#肺部闻及细湿音#经
j

线检查见肺纹理增粗#片

状阴影)

%

*

+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主要是传统的护理方法#由医师和责任护士

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健康教育及康复指导+

$&/&/

!

试验组

$&/&/&$

!

环境要求
!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定时换气#保持室内

阳光充足#保持室温约
%(V

,湿度约
'(7

为宜)

:

*

+

$&/&/&/

!

休息要求
!

患儿要卧床休息#对于肺炎病变广泛者#

更要绝对卧床+休息可减少氧消耗量#稳定心肺功能+当病情

稳定后#可适当活动#锻炼肺通气#促进分泌物的排出+对危重

患儿要集中检查,治疗及护理#以保证患儿有充分的休息+

$&/&/&'

!

饮食指导
!

患儿要进食易消化,富于营养的饮食#少

量多餐#先流质#逐渐过渡到半流质%多饮水#每日饮水量为
)(

!

$((O/

"

[

"

)

*

*

+如果患儿体温每升高
$V

#液体量相应增加

$(7

左右%合并哮喘者可适当增加+但要注意液体入量要适

当#避免过多#否则可能加重心肺负担%同时注意不要过少#否

则不利于呼吸道分泌物的排出+进食后要让患儿保持坐位
:(

OA;

以上#并漱口以保持口腔清洁#防止食物残渣遗留口腔%卧

床患儿进食后不要立即翻身拍背#吸痰等刺激性操作#以免诱

发恶心,呕吐#导致误吸+

$&/&/&1

!

呼吸道护理
!

要改善通气功能#增加肺泡通气量#纠

正缺氧和减轻二氧化碳潴留#因此要及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鼓励咳嗽,排痰+对呼吸道分泌物排出不畅者可采取一系列措

施#促进排痰+方法有$

$

&雾化吸入!可每天行超声雾化吸入
%

!

:

次#每次
$'

!

:(OA;

#降低痰黏度#解除支气管痉挛#改善

肺通气#以利于痰液排出+对呼吸无力患儿采取头高脚底位#

一般头高
:(h

#使膈肌下移#增大气体交换量#提高呼吸深度#以

利于雾化在终末支气管沉降+$

%

&翻身及体位引流!翻身和体

位引流可促进呼吸道分泌物从小支气管流向大支气管)

'

*

#根据

病情
%

!

*H

翻身
$

次#对左侧分泌物采取右侧卧位%对右侧分

泌物采取左侧卧#从而改善通气并预防分泌物堆积#保证支气

管排痰通畅+$

:

&叩击胸背部!叩击胸背部#通过胸壁的震动#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DPC>5QNA;

!

CD=0H%($%

!

Y<N&6

!

Z<&'



使小气道的分泌物松动#易于排出#用手指,手掌或叩击器#在

患儿呼气时用腕部的力量叩击#部位一般在前胸,腋下,肩胛间

和肩胛下等区域+$

*

&吸痰!对以上方法效果欠佳时#可采取吸

痰+先清理口鼻内分泌物#再将吸痰管插入气管预定部位#从

深部左右旋转#向上提拉+吸痰压力采用
$((OO ,

"

$

$OO

,

"

d(&$::[XD

&#吸痰时间不超过
$'E

#要做的严格无菌操

作#动作轻巧#防止损伤黏膜+

$&/&/&2

!

氧吸入要求
!

一般采用鼻导管或口罩持续吸氧#氧

流量
$

!

%/

"

O

#氧浓度不宜超过
*(7

+

$&'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使用
1X11$*&(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胸片改善情况的比较
!

见下表
$

#对比两组
85

后胸

部
j

光表现#并与入院时胸片相比较#可见试验组胸片改善情

况明显优于照组#肺部阴影消失率高于对照组#经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胸片改善情况的比较

组别
%

明显改变 完全消失

试验组
*% $8 %(

对照组
*$ $% 6

(

%值
U $&$*4 4&($:

!

值
U (&%)* (&($*

!!

注!

U

表示无数据+

表
%

!

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的比较

组别
%

明显改善 完全消失

试验组
*% %8 $%

对照组
*$ %$ *

(

%值
U $&*'% 4&($:

!

值
U (&%%) (&($*

!!

注!

U

表示无数据+

/&/

!

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的比较
!

见表
%

+对比两组
:5

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可见试验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照组#症

状消失率高于对照组#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小儿肺炎是儿科的一种常见疾病#严重威胁儿童健康#据

统计#住院患儿中#肺炎为第一位的死亡原因)

4

*

+由于小儿抵

抗力较弱,年龄小,感染肺炎后#发展快#导致重症肺炎+因此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充分认识该疾病的发病规律#把握潜在

的危险#及早干预#降低病死率+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作者通

过改善治疗环境#严密观察病情#保持呼吸道通畅#合理饮食#

健康教育等方面#给予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护理#提高了临床疗

效+本次研究中#通过有效护理干预#

85

后的试验组胸片改

善情况明显优于照组#肺部阴影消失率高于对照组%

:5

后的

试验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照组#症状消失率高于对照

组#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对小儿肺炎患者进行系统而针对性的护理干

预#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干预方法简单#广大儿科护理人员容

易掌握#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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