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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肾上腺素与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急性喉炎

合并喉梗阻的疗效和护理干预

李
!

辉!潘
!

玲%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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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经肾上腺素与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例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

例$和试验组"

%$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

常规治疗#试验组患者使用肾上腺素与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比较
"

组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

试验组治疗的有效率和患

者满意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

#

$#$+

$#试验组的症状缓解时间&住院时间和气管切开率均优于对照组"

!

#

$#$+

$%结论
!

肾上

腺素与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和有效护理在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者中的效果显著!护理结局理想!患者满意度高%

关键词"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

!

雾化吸入治疗#

!

肾上腺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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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急性喉炎是由病毒或细菌感染所导致的急性喉黏膜

炎性#具有快速发病'起病的特点#极易引发急性喉梗阻#治疗

护理不当或不及时均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

!

)

*目前#临

床逐渐推荐选用肾上腺皮质激素联合抗感染治疗#但如何避免

激素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及有效的对症护理成为临床关注点(

"

)

*

现探讨相关治疗结果和有效护理措施#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例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

例&和试验组$

%$

例&*对照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个月#平均年龄$

!/#+H+#%

&个月%平均住院时间$

+#!H

!#&

&

)

%呼吸困难
#

'

$

'

%

度患者分别为
"+

'

%

'

"

例*试验组患

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个月#平均年龄$

!/#"H/#*

&

个月%平均住院时间$

+#"H!#(

&

)

%呼吸困难
#

'

$

'

%

度患者分

别为
"/

'

/

'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为该院

接收的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者*$

"

&无合并其他脏器病

变*$

%

&患者及家属知情后同意纳入研究*$

/

&该院伦理会批

准通过*

$#/

!

治疗方法
!

入院患儿均行吸氧'吸痰'补液'抗感染'镇静

等临床常规治疗*试验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肾上

腺素$国药准字
J%%$"!'$!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与布地奈

德$雷诺考特#国药准字
S"$$*$$(*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交替雾化吸入治疗!

"$BQ

注射用生理盐水
c!#$B

D

肾上腺

素或
"BQ

注射用生理盐水
c

$

$#+

!

!#$

&

BQ

布地奈德#

"

种方

案交替应用%每
!+BA;

交替
!

次#连续
/

次后改为每
"6

交替

!

次*对于抗感染药物治疗后无效或重度喉阻塞无改善的患

者可考虑及时行气管切开插管术*出院后统计
"

组患者的临

床治疗有效率'各项症状缓解时间'住院时间等*

$#'

!

护理措施

$#'#$

!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措施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

$#'#/

!

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措施
!

$

!

&基础护理*

-

营养支持!

多数患者出汗过多'体液消耗过多'液体补充不足#导致呼吸道

分泌物过于黏稠而影响呼吸#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家长鼓励患者

多饮水#并确保静脉输液管道畅通'液体供应充足%调整饮食结

构#对进食困难者给予定时鼻饲#进食后定期清洁口腔*

.

病

房管理!护理人员应定时监察病房#记录患者病况#并将异常情

况及时向医师汇报并积极配合处理%控制探视人员数量和频

率#落实保护性隔离#防止交叉感染%保持室内温度为
!&

!

"$

g

#湿度为
++,

!

'+,

#确保室内空气洁净'清新#降低患者呼

吸道黏膜刺激因素#促进康复*

/

健康指导!护理人员应于护

理全程完成对患者的健康指导#科学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

$

"

&疾病护理*

-

呼吸道护理!喉梗阻可引发患者窒息#影响生

命安全#因而解除早期喉梗阻'维持呼吸畅通是临床治疗关键%

及时吸除呼吸道异物和分泌物#加强拍背#以便更为有效地吸

入氧气和药物*

.

雾化护理!提醒并监督家长禁止在雾化过程

中喂奶或喂食#避免因吸入异物而发生窒息%雾化治疗要求取

坐位或半卧位#分散患者注意力#取得患者配合治疗%确保雾化

器药杯处于水平位#方便药物顺利喷出#调整氧流量%每次使用

前对个人雾化器进行清洗和浸泡消毒#晾干后备用%雾化药物

需确保现配现用#保证药物活性和吸收*$

%

&心理护理*针对

患方盲目'无措的就诊心态#护理人员应对家长仔细讲解该病

的常见症状'治疗方法'用氧措施'常见并发症等%着重介绍雾

化吸入的应用方法'治疗目的和注意事项等#由护理人员负责

首次雾化吸入的操作示范*同时也应及时安抚患者和家长的

负面情绪#消除其恐惧'焦虑情绪#提高治疗配合度*

$#1

!

疗效标准
!

分别于治疗后
'

'

!"6

进行疗效评价!$

!

&显

效!治疗后
'6

的喉鸣'声嘶显著缓解且喉梗阻症状消失#治疗

后
!"6

的各症状均消失*$

"

&有效!治疗后
'6

的各项症状有

所缓解直至
!"6

后消失*$

%

&无效!治疗无改善者为无效*总

有效率$

,

&

X

显效率$

,

&

c

有效率$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使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DH:

表示#应用
5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

试验组患者临床治疗的有

效率$

*'#'(,

&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X"&#"$

#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时间结果比较
!

试验组患者各项

症状缓解时间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的护理指标结果比较
!

试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和气管切开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显效

(

)

$

,

&)

有效

(

)

$

,

&)

无效

(

)

$

,

&)

有效率$

,

&

试验组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时间结果比较$

DH:

'

6

%

组别 例数$

)

& 喉鸣 声嘶 呼吸困难

试验组
%$ !/#%H%#$ &#/H"#! !"#/H"#$

对照组
%$ "%#%H+#' !+#%H+#+ !&#&H+#'

5 "#'$ !#&+ "#+/

! $#"* $#$/ $#$$(

表
%

!!

"

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气管切开率(不良事件

!!

发生率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住院时间

$

DH:

#

)

&

气管切开率

(

)

$

,

&)

不良事件率

(

)

$

,

&)

试验组
%$ "#&H$#' $

$

$#$$

&

!

$

%#%%

&

对照组
%$ +#(H!#& /

$

!%#%%

&

%

$

!$#$$

&

5 !#(' /#"* !#$(

! $#$/ $#$/ $#%$

/#1

!

"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

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

*'#'(,

&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X&#//

#

!X$#$!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满意度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非常满意

(

)

$

,

&)

满意

(

)

$

,

&)

不满意

(

)

$

,

&)

满意度$

,

&

试验组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小儿急性喉炎是常见的婴幼儿时期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好发于冬春季#以声嘶'喉鸣'犬吠样咳嗽为主要特征#易进展

为喉梗阻和吸气性呼吸困难(

%

)

*患者喉腔狭窄#黏膜下组织松

弛且富于血管和淋巴结#炎性常引发喉水肿%同时患者咳嗽功

能不健全致分泌物排出困难#神经敏感'易在刺激后出现喉痉

挛'喉梗阻乃至窒息#对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

)

*因而#临床

普遍将尽早解除喉梗阻'维持呼吸道畅通'抗炎治疗'消除黏膜

水肿作为该病的治疗和护理重点(

+

)

*

布地奈德是一种新兴糖皮质激素#可抑制腺体分泌'缓解

炎性反应'降低气道高反应性'恢复受损气道*肾上腺素则可

有效兴奋肾上腺素能
*

'

'

受体#解除平滑肌痉挛'缓解黏膜水

肿#从而控制病情*有研究证实#

"

种药物联用可迅速缓解气

道痉挛'改善疗效(

'.(

)

*本研究参考文献(

&

)选用两药交替吸

入#首先减少口咽部刺激#其次更有助于减少肾上腺素使用过

多所致的不良反应#且雾化吸入直接'快速起效#疗效理想*本

研究试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和各项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充分

证明了该效用*

结合药物治疗的科学护理也同样重要*首先#对小儿急性

喉炎合并喉梗阻的护理#确保呼吸道通畅是其重点内容*科学

的雾化吸入护理是本研究护理内容的特色部分#有助于帮助患

者充分吸入氧气和治疗药物#从而缓解喉部黏膜肿胀#帮助提

高治疗效果(

*

)

*其次#护理人员也有必要调节患儿吸入氧流

量#大流量氧迅速进入可引发支气管痉挛'憋气甚至呼吸困难#

而低氧流量则无法保证药物变成气道可吸收颗粒#影响疗

效(

!$

)

*本研究雾化吸入结果表明#护理人员应强化患者保温

工作#及时更换衣服或擦汗#以免因着凉而加重病情*此外#针

对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病情的护理应注意!$

!

&每次雾化吸入

前#护理人员应负责借助吸引器吸出患儿咽喉部的痰液或异

物#并注意于每次操作时选用新的吸痰管以减少交叉感染风

险*$

"

&患者常由于咽部疼痛而拒绝摄食#因而护理人员有义

务指导患者家长避免选择过硬'过热'过冷食物#以富有高纤维

素和优质蛋白食物为佳%注意避免在进食
$#+6

内吸痰而引发

呛咳#严重喉梗阻患儿应考虑遵从医嘱暂时禁食*$

%

&患者由

于病情的困扰可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护理人员应在此时指导

患者父亲或母亲科学怀抱患者'行安抚宽慰#遵从人文关怀理

念#减少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恐惧和陌生感#提高其配合度*本

研究试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缩短#气管切开率和不良事件发生

率均获得有效控制#家长对护理满意度更高#体现了科学护理

干预在该病治疗和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综上所述#肾上腺素与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和有效护理

在小儿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者中的效果显著#疗效充分#护

理结局理想#患者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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