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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边护理工作制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干预价值研究

李海燕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儿童医院） 河南周口

【摘要】目的 探究在对小儿肺炎患儿护理时按照床边护理工作制开展护理干预的作用。方法 结合对

比护理分析的方式开展研究，选入 2021年 2月至 2022年 4月收治肺炎患儿 68例为对象，双盲法均分为对

照组（34例，提供常规护理）和观察组（34例，按照床边护理工作制开展护理）。分析两组患儿各症状改

善时间、住院时间以及不良反应情况等。结果 对比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血常规恢复正常时间以及湿啰

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观察组均短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家属护理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小儿肺炎患儿进行护理时按照床边护理

工作制开展护理工作，可以缩短患儿各症状改善用时，加快患儿恢复速度，缩短住院时间，提升家长护理

满意度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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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value of bedside nursing system in nursing care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Haiyan Li

Zhouk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Zhoukou Children's Hospital）, Zhoukou, He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bedsid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Methods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nursing analysis.
68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who were admitted from February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34 cases, providing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34 cases,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bedside nursing system) by double blind method. The symptom
improvement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time of symptom disappearance, the time of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returning to normal,
the time of wet rale disappearance and the time of hospitaliz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y compar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nursing work
according to bedside nursing work system when nursing children with infantile pneumonia can shorten the time for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of children, speed up recovery of children, shorten hospital stay, improve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pediatric pneumonia; Bedside nursing system;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adverse reactions

在儿科常见病症中，小儿肺炎属于最为常见且

发生率较高的病症。因患儿呼吸系统以及肺部功能

尚未发育健全，自身抵抗力相对较弱。在病菌入侵

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很容易导致患儿出现肺部

感染等症状，以肺炎最为常见 [1-2]。在对该部分患儿

治疗中，为促使患儿可以尽快得到恢复，更应当做

好护理支持工作。按照床边护理工作制开展对该部

分患儿护理支持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研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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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对床边护理工作制的实施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结合对比护理分析的方式开展研究，选入 2021
年 2 月至 2022年 4 月收治肺炎患儿 68例为对象，

双盲法均分为对照组（34例，提供常规护理）和观

察组（34 例，按照床边护理工作制开展护理）。在

患儿组成方面，对照组男性 18例，女性 16例，年

龄分布在 1—11岁间，均值为（5.46±1.03）。观察组

中男性 19例，女性 15例，年龄分布在 1—10岁间，

均值为（5.33±1.34）。对比基本数据，P>0.05。本次

对比护理工作开展前均告知两组患儿家长本次研究

目的，在家长同意且自愿参与的情况下开展后续对

比护理研究。且所选入患儿均为本院确诊患儿，无

外院转入患儿。

1.2方法

在为对照组患儿提供护理支持时，护理人员结

合常规护理规定开展对应护理服务。密切关注患儿

在治疗期间血压、体温、心率等方面指标的变化情

况并做好对应记录工作。且做好常规饮食指导以及

用药指导等护理。在对观察组患儿提供护理支持时

则将床边护理工作制进行运用，实施措施如下：（1）
对床边护理工作制进行建立。结合医院具体的接诊

情况对治疗护理、记录一体多功能护理车进行建立

（作为流动护士站），保障各方面护理操作的效率。

且在实施护理操作时，需密切关注患儿病情以及生

命体征变化情况，做好对应记录工作。结合患儿心

理状态以及是否出现躁动、抵触等行为，实施针对

性心理干预，对患儿进行有效安抚。在对患儿进行

交流时需要保持耐心、关爱的态度，迅速消除患儿

和护理人员间的陌生感，建立相互信任感。（2）科

学规划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中，需结合患儿病情

严重程度对护理排班计划进行合理规划。可以在日

间适当增加护理人员数量，达到对患儿病症变化动

态观察的目的，尽量减少交接班次数。落实护理责

任制，将床旁护理任务落实在具体人员上，主管护

理人员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每日护理查房，评估护理

工作开展情况。（3）规范护理表格。需要对护理文

书书写方式进行优化，结合常规护理内容对护理文

书进行表格化，按照打钩的方式进行记录，可以提

升记录效率并避免出现遗漏的情况。（4）强化责任

制管理。需结合护理人员技术能力以及护理经验进

行分层管理，按照患儿病症严重程度以及恢复情况，

对护理人员日常护理任务进行划分，落实床边护理

责任制，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按照规定开展日常护理

操作。（5）及时开展护理评估。定期对床边护理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各类护理文书记录情况，

发现护理中潜在问题或者待完善之处，并在后续护

理中进行护理质量提升。

1.3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血常规恢

复正常时间以及湿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进行统

计，并对比两组治疗期间护理满意度以及不良反应

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各数据都按照 SPSS20.0进行处理，

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卡方检测，按照

均值±标准差对计量数据表示，t检测，P<0.05差异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症状消失时间、血常规恢复正常时间以

及湿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对比

对比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血常规恢复正常

时间以及湿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观察组均短

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2.2两组护理满意度以及不良反应统计

在治疗期间，观察组 2 例出现不良反应（1 例

头痛、1 例腹泻），对照组 5例出现不良反应（2 例

头痛、2 例腹泻、 1 例恶心），对比 χ2=8.812，
P=0.001<0.05。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P<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症状消失时间、血常规恢复正常时间以及湿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对比（χ±s）

组别 例数 症状消失时间/d 血常规恢复正常时间/d 湿啰音消失时间/d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34 7.54±1.01 3.14±1.95 5.02±1.22 9.56±1.42

对照组 34 9.22±0.98 5.28±2.11 7.31±1.05 13.25±1.64

t - 12.412 13.574 10.144 13.01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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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过程中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4 18（52.94） 15（44.12） 1（2.94） 33（97.06）

对照组 34 14（41.18） 14（41.18） 6（17.65） 28（82.35）

χ2 - 7.142 1.241 15.321 15.321

P - 0.001 0.587 0.001 0.001

3 讨论

在儿科常见病症中，小儿肺炎属于最为常见病

症类型，对患儿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病症发

展速度快，若发展成为重症肺炎，将直接影响到患

儿肺部功能，甚至危及患儿生命安全[3-4]。在对该部

分患儿实施治疗期间，因患儿自身防御能力较低，

合并症较多，在完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更应当做

好对应护理工作，促使患儿在治疗期间可以得到最

为全面的护理支持，达到促进恢复的目的。床边护

理工作制属于当前临床护理新模式，以工作地点转

移为主要特点[5-6]。各方面护理干预措施均在病床边

进行开展，促使患儿在治疗中可以得到连续护理，

降低常见风险事件发生率，保障该环节护理质量。

在床边护理工作制模式下，通过责任护士在病

房中开展对患儿的各方面护理操作，主管护士进行

流动性护理检查，可以显著提升对该部分患儿的护

理效果[7-8]。护理人员以更长时间和患儿进行接触，

可以更为准确了解患儿病症变化情况以及患儿护理

需求，以此为患儿开展针对性护理，可以间接达到

对患儿护理依从性进行提升的目的[9-10]。在本次研究

中，在为观察组患儿提供护理支持时则按照床边护

理工作制开展对应护理支持，对比常规护理模式可

见，在床边护理工作制的作用下，可以促使患儿症

状改善时间明显缩短，加快患儿恢复速度，缩短患

儿住院时间，更能够显著提升家属对该方面护理工

作满意度，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于促进患儿迅

速进行恢复存在有极为重要作用。

综合本次探究，在对小儿肺炎患儿护理时可以

将床边护理工作制进行运用，提升临床对该部分患

儿的护理质量，促进患儿恢复，降低肺炎对患儿健

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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