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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李佳鸿 

重庆市酉阳县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对小儿肺炎因素和危害分析，总结针对性护理的可行性。方法 对 60 例在我院收治的肺炎患

儿进行观察，时间为 2023 年 9 月-2024 年 5 月，且随机分为 A 和 B 两组，针对性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两组患

儿比较护理前后肺部功能及护理效果。结果 经对比后，发现 A 组 FEV1、FVC、MMEF 数据更优，差异为 P<0.05；
两组对比后发现，A 组护理效果占比更高，患儿症状得到快速改善，差异为 P<0.05。结论 针对性护理应用价值

突出，在小儿肺炎的治疗中实施，症状快速改善，患儿及家属满意度较高。 
【关键词】针对性护理；小儿肺炎；护理效果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29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9 月 28 日     【DOI】10.12208/j.ijnr.20240310 

 

Clinical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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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nd hazards of pediatric pneumonia and summarize the feasibility of 
targeted care. Methods 60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observed from September 2023 to May 
2024,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targeted care group and usual care group.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the lung function and nursing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FEV 1, FVC and MMEF 
in group A were P <0.05; after the two groups, the nursing effect was higher, and the symptoms of the children improved 
rapidly, with the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argeted nursing is outstanding, implemented in 
th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pneumonia, rapid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and high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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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为小儿阶段常见且多发病，如果没有及

时得到治疗和控制，极易引发诸多并发症的风险，甚至

危及生命安全[1]。患儿临床多出现发热、咳嗽、面色苍

白、呼吸困难等表现，由于患儿机体发育尚未成熟，免

疫功能薄弱，会反复发作，延长病情，为患儿及家庭造

成困扰。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创新，如今临床护理已

成为一项普及内容，对患儿起到很好的治疗辅助作用
[2]。基于此，本文就此针对 2023 年 9 月-2024 年 5 月

在我院治疗的 60 例患儿研究，对其实施针对性护理措

施，以下展开分析和对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对 60 例在我院收治的肺炎患儿进行观察，时

间为 2023 年 9 月-2024 年 5 月，且随机分为 A 和 B 两

组，针对性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A 组男性 19 例，女

性 11 例，年龄 2-10 岁，平均年龄（6.23±2.46）岁，病

程 2-7d，平均病程（4.51±0.12）；B 组男性 17 例，女

性 13 例，年龄 1-11 岁，平均年龄（5.93±2.58）岁，病

程 2-6d，平均病程（4.02±0.27）。两组资料无差异性

（P>0.05）。 
纳入标准：（1）完全符合小儿肺炎诊断标准；（2）

年龄均为 1-11 岁之间；（3）资料完整均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有脏器功能障碍者；（2）语言、

精神异常者；（3）有用药过敏史者。 
1.2 方法 
B 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患儿生命体征监测，如体

温、心率、脉搏等，遵医嘱规范用药、合理饮食，提供

排痰、雾化护理，指导相关注意事项等常规性护理。 
A 组：实施针对性护理。 
（1）心理护理。多数患儿心智尚未成熟，难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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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些，尤其针对医院各项治疗当中，很难配合治疗，

哭闹不止，出现害怕，同时家属也会产生一定焦虑、抑

郁情绪，这对治疗效果极为不利。这时护理人员应主动

与患儿及家属沟通，建立和谐关系，增强信任感，通过

良好交流，结合患儿年龄段实施护理技巧，针对较小的

可对其进行肢体抚摸，利用儿童心理学知识，疏导患儿

的不良情绪。针对较大的患儿可对其进行语言鼓励和

支持，树立自信心，多赞扬，积极配合治疗。另外，对

家属也需进行心理疏导，讲解疾病知识及注意事项，告

知以往成案例，稳定情绪，共同配合患者治疗中。 
（2）体温护理。高热是不可缺少的症状，应耐心

为家属讲解相关注意事项，对体温、心率、脉搏定时监

测，3h 测量 1 次，结合患儿机体状况采取相关降温措

施。可通过酒精、冷敷等物理降温方法进行退热，多饮

水。如体温过高，超过 38.5℃时，体温监测时间应设定

为 1h 测量 1 次。 
（3）用药护理。为患儿及家属讲解合理、规范用

药的重要性，应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用药方法、时间、

剂量强化指导，确保用药安全性、药效持续性。用药后

应动态监测患儿是否有不良反应情况。 
（4）饮食护理。结合患儿病情状况及喜好制定科

学、合理饮食方案。应考量营养丰富饮食且易消化为主，

营养均衡，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有对抗病魔的基础。

早期饮食应以流质食物，逐渐增加质半流食至正常饮

食，倡导多饮水，促进病情快速康复。 
1.3 观察指标 
A 组和 B 组通过临床护理后，对各组数据结果比

较，采用自制量表进行分析患者各项指标，结果如下： 
1.3.1 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前后肺部功能：以 FEV1 

（L）、FVC（L）、MMEF（L/s）为评定标准。采用

肺功能检查仪。 
1.3.2 两组患儿对比护理效果：以效果显著、效果

一般、无效为评定标准，效果显著+效果一般=总有效

率。其中效果显著说明患儿临床症状痊愈，住院时间较

短且无并发症情况。效果一般说明症状相对得到改善，

但均有咳嗽情况，并发症较少。无效说明症状无改善，

且加重的同时并发症较多，住院时间较长。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均通过 SPSS27.0 软件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

用 χ2检验。P<0.05，表示有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儿肺部功能 
经对比，发现 A 组 FEV1、FVC、MMEF 数据更

优，差异为 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护理效果 
两组对比后发现，A 组护理效果占比更高，患儿症

状得到快速改善，差异为 P<0.05。见表 2。 

表 1  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前后肺部功能（ x ±s） 

组别 例数 
FEV1 （L） FVC（L） MMEF（L/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A 组 35 0.63±0.25 1.91±0.45 0.96±0.19 2.78±0.67 6.26±0.77 4.73±0.61 

B 组 35 0.64±0.26 1.36±0.41 0.98±0.21 1.98±0.62 6.23±0.81 5.39±0.72 

t - 0.164 5.345 0.418 5.185 0.159 4.138 

P - 0.870 0.000 0.677 0.000 0.874 0.000 

表 2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效果显著 效果一般 无效 总有效率 

A 组 30 15（50.00） 14（46.67） 1（3.33） 29（96.67） 

B 组 30 10（33.33） 12（40.00） 8（26.67） 22（73.33） 

χ2 -    6.405 

P -    0.011 

 
3 讨论 
小儿肺炎通常分为感染性与非感染性，感染性可

通过咳嗽和打喷嚏在空气中快速传播，非感染性则没

有传染性[3]。该病属于儿科常见疾病，由于细菌、病毒、

支原体感染从而诱发肺部炎症。肺炎是 5 岁以下小儿

死亡的高危因素，患儿发热伴有咳嗽，体温达到 35℃

sx ±



李佳鸿                                                                  针对性护理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 198 - 

-40℃，则症状超过 3-5 天就应加强防范是肺炎的可能

性[4]。患儿出现烦躁、食欲减退、哭闹不止、咳嗽气促、

呼吸困难等多种表现，治疗当中不能够积极配合治疗，

同时家属也可能出现焦躁、抑郁等负面情绪，对患儿治

疗极为不利[5]。肺炎患儿多数经过良好治疗后可痊愈，

但也有少数病情并未得到控制和改善，反之更加病情

更加严重，并发症风险上升，提高了患儿的病死率，而

有效的护理工作是当前临床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

容[6]。护理是疾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患儿提供科

学、精准的护理流程内容，帮助患儿控制病情进一步发

展，症状得以改善[7]。以往常规护理内容缺少全面性，

过于单一且被动，患儿及家属实际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而针对性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手段，主要强调全面性

与针对性，全程为患儿与家属提供舒适、优质护理服务，

提高患儿安全性，为患儿更好地解决困难与不适问题。

患儿治疗当中主要阻碍是心理负面情绪问题，很难积

极配合治疗[8]。而针对性护理是临床不断发展创新的结

晶，有效弥补了以往常规护理的不足之处，以患儿为服

务核心，尊重患儿和家属思想，与其建立良好的护患关

系，增强信任感，了解患儿内心实际想法，针对性给予

心理疏导和安抚，通过患儿年龄段护理技巧让其从心

理及生理层面得到满足，如儿童音乐、游戏、动画片等，

针对年龄较小患儿可给予肢体抚摸，给予更多关怀与

鼓励，护理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患儿临床症状得以快

速改善，安全性更高，实现最理想的预后效果[9]。本次

研究指出，经对比，发现 A 组 FEV1、FVC、MMEF 数

据更优，差异为 P<0.05；两组对比后发现，A 组护理

效果占比更高，患儿症状得到快速改善，差异为 P<0.05。
分析 A 组患儿护理效果更理想，主要由于患儿年龄尚

未成熟，在临床各项治疗当中难以积极配合，出现不良

情绪，食欲不佳，机体免疫功能降低，因此机体不能够

更好地对抗疾病的危害。而通过有效的针对性护理，对

患儿实施个体化护理服务，让患儿能够积极配合治疗，

症状才能快速得以改善。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应用价值较好，肺炎患儿治

疗中采取措施可帮助症状快速得以改善，促进治疗配

合度，安全性更高，有研究价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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