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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支气管哮喘实施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护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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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实施特异性免疫治疗护理的效果。方法 抽选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于我院就诊的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 70 例，以简单分层随机法分 35 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另外 35 例为

观察组则增加依从性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患儿家长疾病了解度以及两组患儿的依从性；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家

长疾病了解度指标优于对照组，患儿的依从性也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实施特异性免疫治疗

的儿童患者加强护理干预可提高家长的疾病了解度，辅助护理和治疗优质进行，也可给患儿打造较好的护理体验，

利于其依存，综合性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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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analysis of implementing specific immunotherapy for pediatric bronchial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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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pecific immunotherapy nursing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A total of 70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35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by simple stratified random method to implement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ther 35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 increase compliance and quality nursing. The disease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parents and compliance of childre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disease understanding index of par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liance of 
children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specific immunotherapy can improve the par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assist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treatment, and create a better nursing experience for childre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ir dependence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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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支气管哮喘是呼吸内科常见的疾病种类，也

是临床气道的慢性炎症之一，临床症状表现为反复性

的喘息、咳嗽、呼吸不畅以及胸痛，严重者伴随有生理

性烦躁、意识昏迷，面色苍白和指甲等部位的发绀[1-2]。

特异性免疫治疗也叫脱敏治疗，是指过敏抗体实验以

及皮肤点刺试验确诊后实施对症抗过敏治疗[3]。特异性

免疫治疗已经在诸多疾病中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但由于儿童年龄较小，无法像成人辨别利弊，可能存在

有治疗和护理期间的依从性不高的问题[4]。因此，需要

在特异性免疫治疗中，加强对患儿的护理。本文旨在分

析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实施特异性免疫治疗护理的

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抽选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于我院就诊的儿童

支气管哮喘患者 70 例，以简单分层随机法分 35 例为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另外 35 例为观察组则增加优质

护理，对照组男性患儿 18 例，女性患儿 17 例。年龄

范围 5 岁-14 岁，平均年龄为 7.5±0.5 岁； 
观察组男性患儿 19 例，女性患儿 16 例。年龄范

围 6 岁-15 岁，平均年龄为 8.6±0.4 岁；两组患儿一般

资料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研究有可进行价值。

院伦理会审批该项研究，且完全同意开展。审批号

202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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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根据顽固性咳嗽 2 月以上、常在夜间

或者清晨加重等临床症状结合支气管激发实验或者支

气管舒张实验，肺功能检查、过敏检查等确诊儿童支气

管哮喘；从确诊到就诊的临床资料完整；既往史未接受

过其他疾病的特异性免疫治疗；经心电图、血常规、尿

常规等相关指标确定无心肝肾障碍；监护人文化素质

良好，知情且自愿让患儿成为试验对象；患儿可配合做

数值测取； 
排除标准：监护人或者患儿本身合并有聋哑、失

语、认知低下、精神障碍的情况；患儿年龄低于 5 岁

者；合并有母细胞肿瘤等疾病者；近期使用过 β 阻滞

剂药物者；先天性免疫缺陷者；既往史出现过代谢性疾

病者； 
1.3 方法 
所有患儿治疗开始前均停服组胺类药物以及皮质

类激素。应用变应原（北京协和变态反应室提供），抗

原液主要由粉尘、花粉、尘螨、多价羽毛、棉絮、香烟

等构成。皮试浓度 1：100，剂量 0.02ml，点刺方法为

酒精消毒右上肢内侧皮肤，针距为 2.5cm，分 2 排测

试，每排 9 点，最后选择中间点位做生理盐水点刺，

以做对比。针刺后观察 15min，有丘疹以及红晕为阳性。

皮试后所有患儿均采用皮下注射法，0.1ml，每 3d 一
次 ，每周叠加 0.1ml，10ml 为一个浓度级，每一个浓

度级注射完毕后，注射剂量叠加 10 倍。维持量为 1：
108，每周 2 次，待稳定后逐渐延长注射时间，维持脱

敏时间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即注射前严格执行三

查八对，核查药品信息和变应原信息，同时坚持各个环

节均为无菌操作。按照 2-8℃的环境保存变应原，且配

置的变应原时间不得超过 4 个月，以免降解。在注射

前，应保持剂量的准确性，使用 1ml 的无菌注射器进

行注射，且在存在多种变应原的患者进行注射时，应该

严禁注射器交叉应用，治疗期间出现过敏现象者，最迟

可延迟 5d 注射。 

观察组应用优质护理：①强调科学教育：从支气管

哮喘的发病机制、表现、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机制、原理，

次数以及注意事项等多患者展开重点的解说，辅助以

文字、视频、PPT、既往病例等，加大监护人对特异性

治疗的认知。②强调对家长的情绪护理：支气管哮喘对

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患儿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和运动，

家长因为照顾患儿生活质量较差，护理人员首先应当

护理监护人的心情，肯定对子女的负责和关怀，告知脱

敏的优势，让监护人坚定治疗信心，强调患儿的情绪可

能会被家长的情绪所影响，出现烦躁和不配合的情况，

因此要指导监护人控制自己的情绪，理智的配合护理

开展，同时针对患儿的饮食和预防，做出必要的指导。

如预防冷空气刺激以及呼吸道感染，多补充水分，辅助

排痰、经常性翻身。饮食方面则要加强高营养摄入，提

高免疫力。③强调对患儿的的心理护理：脱敏时间久，

长达数年，对患儿的影响较大。护理人员对患儿进行肯

定和赞赏，治疗期间提供一些符合年龄段的玩具和绘

本以及玩偶等，多采用表扬和温和的语气对患儿进行

鼓励，加强其护理依从性。 
1.4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儿家长疾病了解度，采用我院自制的

儿童支气管哮喘疾病知识量表进行测评，含有支气管

哮喘知识、特异性免疫治疗、饮食知识、预防知识。 
对比两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收入 SPSS26.0 软件分析，数量值采用 t 检验，

以（ ）展示，率以及例数以 χ2检验，以（%）表

示，（P<0.05）为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儿家长疾病了解度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疾病知识了解度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患儿的依从性 
观察组患儿的依从性更高，差异显著，P﹤0.05，

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度（ sx ± ） 

组别 例数 支气管哮喘知识 特异性免疫治疗 饮食知识 预防知识 

观察组 35 88.15±1.21 92.42±1.03 87.15±1.12 88.31±0.68 

对照组 35 80.16±1.32 87.62±1.41 84.74±1.36 82.57±0.45 

t - 3.687 2.612 3.421 3.678 

P - 0.001 0.01 0.001 0.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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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儿的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依存较差 一般依从性 完全依从性 依存度 

观察组 35 2.85%（1/35） 28.57%（10/35） 68.57%（24/35） 97.14%（34/35） 

对照组 35 17.14%（6/35） 48.57%（17/35） 34.28%（12/35） 80%（28/35） 

χ2 - - - - 14.509 

P - - - - 0.001 

 
3 讨论 
儿童哮喘患者发作和呼吸道感染有极大的关系，

合胞病毒以及流感病毒等均是引发哮喘的高危因素，

此外，异种蛋白、花粉、坚果、牛奶等也可诱发儿童支

气管哮喘[5]。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治疗已经从单一的药物

治疗，转变为多形式和多元化的治疗。特异性免疫治疗

可通过不断给予小剂量的过敏原来实施对抗过敏，来

促使机体内的免疫调节反应正常进行调节[6]。特异性免

疫治疗时间较长，短则数月，常则数年，往往 4-5 个月

才可见到脱敏作用，故护理的周期性很长，且护理内容

涉及到儿童和监护人，护理难度也较大。在林静[7]的研

究中强调到，针对接受了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儿而言，

其护理内容除了常规性的变应原的药物的核对、脱敏

信息的个体化登记管理，不同浓度级的叠加外，还要针

对监护人的用药知识和心理以及患儿的心理进行护

理。用药知识的了解，可辅助监护人和患儿了解治疗机

制和治疗效果，坚持长期治疗。而饮食了解可通过加强

营养提高患儿的营养摄入，增加其免疫力，为特异性免

疫治疗提供较好的身体基础。而在预防知识方面，日常

中加强对患儿的预防，可减少支气管哮喘的发作次数，

利于机体较为舒适。此外，优质的护理可让患儿体验感

佳，不排斥治疗，利于长期在父母和临床的关注以及管

护下，较为配合的进行治疗[8]。 
综上所述，对实施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儿童患者加

强护理干预可提高家长的疾病了解度，辅助护理和治

疗优质进行，也可给患儿打造较好的护理体验，利于其

依存，综合性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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