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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在辅助治疗后对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实施个性化护理的效果%方法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该院
"!#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其中对照组给予一般护理!试验组患

儿给予个性化护理!比较两组儿童的疾病恢复情况及家长满意度%结果
!

经过不同模式的护理后!采用个性化护理

的试验组患儿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

"##2##9

#明显高于常规对照组"

.#2##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试

验组患儿护理后的咳痰缓解时间"

72$!a#2$-

#

C

$咳嗽缓解时间"

72"-a#2:6

#

C

$喘息缓解时间"

727.a#2:6

#

C

明显

少于对照组咳痰缓解时间"

628!a"2::

#

C

$咳嗽缓解时间"

62:"a"2:.

#

C

$喘息缓解时间"

626!a"2:"

#

C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

$

#2#8

#%试验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

72779

#明显少于对照组"

77277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结论
!

对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实施个性化护理!可有效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缩短临床症状恢复时间!

提升患儿家长对护理满意程度!应在临床上大量应用%

"关键词#

!

肺炎支原体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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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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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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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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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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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肺炎发病时#患者呼吸道黏膜黏附病原体因而造成

患者免疫功能的下降+

"

,

-个性化护理是针对护理对象的不同

情况#制订的最适合患者的护理措施-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

上#对患儿实施个性化护理#与药物治疗相辅相成#促进患儿恢

复健康+

!

,

-为进一步探讨分析个性化护理在该疾病中辅助治

疗的效果#选择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院
"!#

例支原体

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院
"!#

例

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所有患儿经肺部
X

线片及实验室临床诊断后均符合)实用儿科学*支原体肺炎的

诊断标准+

7

,

-其中男
6"

例#女
8$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

均
6

岁-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平均分成试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
6#

例-试验组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年龄$

82"$a!27:

%岁-对照组男
7#

例#女
7#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

82!"a!2-6

%岁-患儿均无心.肝.肾等

其他疾病#无神经精神方面异常#排除对试验药物过敏的患儿#

所有儿童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研究-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具有

可比性-

$2/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阿奇霉素药物治疗#所选

用的阿奇霉素生产厂家为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规格
"##

毫克"

包#生产批号
!#"###68

-根据患儿体质量计算每天给药量#每

天
"

次#口服药物第
"

天每千克体质量给予阿奇霉素
"#J

E

#

第
!

天起减量给药#给药量由原来的
"#J

E

"

N

E

减至
8J

E

"

N

E

#

每天给药量不得超过
#2!8

E

-连续服药
"

周为
"

个疗程-

对照组给予一般护理-由于呼吸道疾病与其他器官疾病

不同#加之儿童患病时免疫力低下#因此患儿所处护理环境的

舒适与否对患儿的康复尤为重要-临床经验表明#安静.整洁.

温度
-

!

!!h

#相对湿度
8#9

!

6#9

的护理环境对患儿的康

复最为促进-但目前护理工作虽对此方面有所改善#但仍不够

完备#还有待加强-给予患儿充足的营养支持和睡眠支持#给

予患儿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高热量的低脂肪饮食#少食多餐#

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强的食物-指导患儿多吃新鲜的水果和

蔬菜-

试验组患儿给予个性化护理#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

%心

理护理!由于患者为儿童#语言沟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障碍#因

此与患儿家长采取有效的沟通十分重要-护理工作者在沟通

过程中应用和蔼亲切的语气#与患儿交朋友的态度#可以与患

儿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

%发热!在护理过程中#密切监测患

儿的体温变化#一旦发生病情变化#及时通知医生#并采取有效

的治疗措施-指导患儿多喝水#防止患儿由于发热而导致惊

厥-$

7

%咳嗽.咳痰的护理!指导患儿进行雾化吸入#将药液分

散成细小的颗粒#指导患儿取坐位进行给药#并向患儿家长讲

解雾化吸入的重要性#取得配合#提高患儿依从性-必要时对

患儿进行叩背排痰#力度应适宜#采取正确的叩背手法-$

-

%对

于喘息严重患儿#进行机械通气#改善患儿缺氧状态#在患儿给

氧过程中#密切监测患儿皮肤.黏膜颜色的恢复情况-$

8

%健康

教育!加强病房消毒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向患儿家长进行肺

炎支原体感染的知识宣教#使患儿家长对该疾病的发病机制更

加了解-

$2'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患儿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指导患

儿家长如实填写满意度调查表#非常满意!评分大于或等于
:8

分(满意!评分
6#

!

:8

分(不满意!评分小于
6#

分-非常满意

率与满意率之和即为满意度-对比观察两组患儿护理后的咳

痰.咳嗽.喘息症状的缓解时间-比较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包括恶心.呕吐.腹泻.乏力和头痛-

$2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2#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Na?

表示#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E

$

#2#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患儿家长对护理的满意情况比较
!

经过不同模式的

护理后#采用个性化护理的试验组患儿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

$

"##2##9

%明显高于常规对照组$

.#2##9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

$

#2#8

%-见表
"

-

/2/

!

两组患儿护理后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

试验组患儿护理后

的咳痰缓解时间$

72$!a#2$-

%

C

.咳嗽缓解时间$

72"-a#2:6

%

C

.喘息缓解时间$

727.a#2:6

%

C

明显少于对照组咳痰缓解时

/

8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V?(T=C4@DF

!

&

K

LD@!#"6

!

W<@2"7

!

U<2.



间$

628!a"2::

%

C

.咳嗽缓解时间$

62:"a"2:.

%

C

.喘息缓解时

间$

626!a"2:"

%

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家长对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

%

9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9

%

试验组
6# -:

$

:#2##

%

"

"!

$

!#2##

%

#

$

#2##

%

"

6#

$

"##2##

%

"

对照组
6# "!

$

!#2##

%

7#

$

8#2##

%

":

$

7#2##

%

-!

$

.#2##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E

$

#2#8

-

表
!

!

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后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Na?

(

C

&

组别
%

咳痰缓解时间 咳嗽缓解时间 喘息缓解时间

试验组
6# 72$!a#2$-

"

72"-a#2:6

"

727.a#2:6

"

对照组
6# 628!a"2:: 62:"a"2:. 626!a"2:"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E

$

#2#8

-

/2'

!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

试验组患儿应用个性化护

理后#患 儿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

72779

%明 显 少 于 对 照 组

$

77277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见表
7

-

表
7

!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

%

9

&+

组别
%

乏力 头痛 恶心.呕吐 腹泻 发生率

试验组
6# #

$

#

%

#

$

#

%

#

$

#

%

"

$

7277

%

"

"

$

7277

%

"

对照组
6# 6

$

"#2##

%

6

$

"#2##

%

!

$

7277

%

6

$

7#2##

%

!#

$

77277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E

$

#2#8

-

'

!

讨
!!

论

!!

支原体肺炎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感染疾病#学龄前儿童是支

原体肺炎的高发人群#传染性极高#严重影响患儿的正常生

活+

-

,

-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

染#支原体肺炎发病率极高-支原体肺炎只要是通过接触感染

的#支原体在纤毛上皮上大量繁殖#但是肺实质通常检测不到

支原体#吸附于呼吸道上皮细胞的支原体#在神经氨酸受体的

促进作用下#纤毛活动受到抑制#对组织造成损伤+

8

,

-支原体

肺炎主要是影响患儿免疫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患儿免疫力低

下#全身无力#通常出现头痛.头晕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可

能出现消化系统损伤#患儿恶心.呕吐#严重影响患儿的正常生

活+

6

,

-阿奇霉素是治疗该疾病的主要方法#口服阿奇霉素后#

能够迅速吸收并到达病灶部位#其高敏感性使药物生物利用度

高达
7.9

#因此在临床上阿奇霉素广泛用于治疗支原体肺炎#

遵医嘱按时服药可有效改善患儿咳嗽.食欲缺乏症状#以达到

治愈疾病的目的+

.

,

-

支原体肺炎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学龄

前儿童机体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儿童极易感染支原体

肺炎+

:

,

-在采取积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

怀.照料#是促进患儿早日恢复身心健康的关键-个性化护理

模式#在护理工作中被逐渐应用#并获得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在护理过程中#护士针对患者现存及潜在护理问题做更深入的

研究#在常规护理模式的指导下#注重现存.潜在护理问题的管

理#有助于疾病的快速恢复+

$

,

-由于个性化护理对患者的护理

十分全面#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护理问题#所以受到广大患者

的满意-本研究显示#经过不同模式的护理后#采用个性化护

理的试验组患儿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

根据提出的护理问题#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后#可有效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交叉感染发生率-试验组患儿应用个性化

护理后#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

72779

%明显少于对照组

$

77277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经过给予患儿无

微不至的身体护理及心理护理#使患儿保持愉悦的心情#促进

肢体功能的恢复#促进患儿早日恢复身心健康#缩短住院时间-

此外#通过对该疾病患儿家长的健康教育#使患儿家长对疾病

治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疾病的再次感染率明显降低#具有

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

,

-对患儿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增加

患儿对护士的信任#可有效提高患儿配合情况#提高治疗效果-

因此#在护理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心理护理对小儿喘息性支气管

肺炎的治疗是有极大意义的-本研究显示#经过个性化护理的

试验组患儿#护理后咳痰缓解时间.咳嗽缓解时间.喘息缓解时

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

综上所述#对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实施个性化护理#可

有效减少患儿消极情绪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缩短临床症状恢复

时间的同时#提升患儿家长对护理满意程度#有助于患儿身心

健康的恢复#应在临床上大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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