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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实施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黄学玉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宜宾 

【摘要】目的 分析小儿肺炎采取优质护理的对患儿病情的影响。方法 肺炎患儿入院后分入对照组、观察组，

两个小组分别采取常规护理、优质护理，统计患儿症状改善时间、护理满意度及治疗期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结

果 观察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观察组病症改善时间比对照组短，p<0.05。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

率比对照组低，p<0.05。结论 肺炎患儿入院治疗期间，通过优质护理干预缩短患儿病症时间，提升患儿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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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high-quality nursing o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Methods The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admission. The two groups 
took routine nursing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respectively.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symptom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during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family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sympto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hospitalization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their illness,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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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小儿肺部常见的炎性疾病，临床症状常见

发热及咳嗽，患者出现呼吸急促及肺啰音，伴随患儿

的病情加重，易发生心肺功能不全或者充血性心衰，

对患儿的生命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患儿采取有效

的治疗方法，可纠正患儿临床症状，但患儿缺乏自我

管理能力，在治疗期间容易发生哭闹及抗拒治疗的行

为，导致患儿用药比较困难[1]。临床常规护理中，针对

传统护理的不足进行分析，为患儿提供全方位护理，

其目标是将患儿放在中心，健全服务模式，让患儿以

舒适的状态接受治疗，并促进患儿尽快出院。本研究

将我院纳入的肺炎患儿作为观察对象，分析不同护理

模式下患儿病情康复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纳入的 80 例

肺炎患儿作为观察对象，以随机数字法对患儿分组，

对照组、观察组各有 40 例。对照组：男女患儿分别为

23 例、17 例，年龄在 3-10 岁，平均年龄（6.32±1.21）
岁。观察组：男女患儿分别为 22 例、18 例，年龄在

4-11 岁，平均年龄（6.76±1.54）岁。两组患儿一般资

料对比，p>0.05。纳入标准：患儿均满足肺炎疾病诊断

标准，患儿家属同意医院治疗方法。排除标准：将除

了肺炎外合并症患儿及精神疾病患儿排除。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入院后，护理人员带领患儿家属进

入病房，将患儿安置在病房内，遵医嘱为患儿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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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属转移患儿注意力，以免穿刺失败。告知患儿家

属疾病治疗期间应当注意的问题，适当为患儿家属宣

教肺炎知识，提升患儿家属对肺炎的认知。 
观察组：基于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制定优

质护理方案。①等待患儿进入医院后，护理人员监测

患儿体温，并统计患儿咳嗽频次，将患儿的基本情况

报告给医生，医生根据实际病情对治疗方案调整，护

理人员加强与患儿家属沟通，护理人员自我介绍，并

介绍治疗的医生等，帮助患儿家属熟悉医疗人员，便

于相互沟通，改善两者的关系[2]。②护理人员为患儿营

造温馨的住院环境，根据患儿耐受性，对室内温度进

行调节，让患儿在病房内感到舒适，在墙面张贴海报，

通过一些动画或者早教海报，转移患儿注意力，以免

患儿对病房环境感到恐惧，为患儿播放舒缓的音乐，

让患儿在音乐的引导下心情音乐。③护理人员定期对

病房环境进行消杀，以免空气中病原菌数量多，也要

注意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减少患儿在医院治疗期间的

感染性疾病发生率，让患儿在安全环境中治疗疾病。

④护理人员也要积极评估患儿心理状态，年龄较大的

患儿具有较好的配合性，可听从护理人员的引导，年

龄在 5 岁以下的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差，患儿家属也无

法有效约束患儿，在静脉穿刺过程中经常抗拒导致穿

刺失败[3]。对此，护理人员通过心理学知识对患儿进行

引导，比如，轻轻拍患儿的肩膀或者抚摸患儿头部，

让患儿稳定情绪，以小玩具转移注意力，或者通过小

游戏让患儿不要随意活动，一次性穿刺成功，降低患

儿对静脉穿刺的抗拒性，消除患儿静脉穿刺的恐惧感。

⑤肺炎患儿治疗期间，多通过用药治疗，若患儿对药

物比较敏感，使用药物后容易发生口干及疼痛反应，

并出现抗拒性行为，护理人员通过奖励诱导，可促使

患儿配合用药。通过多种方法分散患儿注意力，是提

升患儿用药依从性的关键。在用药期间，护理人员需

要与家属积极配合，在两者配合下，患儿的服药比较

顺利。⑥患儿护理期间，根据患儿饮食习惯及病情变

化，制定全面的饮食计划，保证患儿的营养摄入充足，

将固体食品制作成卡通，以此提升患儿食欲。护理人

员定期对患儿口鼻分泌物进行清理，使患儿保持正常

的呼吸状态[4]。⑦出院前，护理人员为患儿发放健康手

册，告知患儿家属需多陪伴患儿，加强日常生活中的

功能锻炼，提升人体免疫力、抵抗力，尤其是在季节

更替的时段，此时发生肺炎的概率高，患儿需要养成

洗手的习惯。出院后，定期为患儿电话随访，及时解

答患儿家属的疑惑性问题，通知患儿家属带领患儿进

入医院复诊。 
1.3 观察指标 
①满意度：调查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包括非常满意及满意、不满意三项。②记录患儿病情

改善时间，包括体温恢复时间、憋喘缓解时间及咳嗽

消失时间。③统计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包括反复穿

刺、用药错误、意外烫伤。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标准差、计数资料概率分别通过χ±s、%表示，以

t 值及 χ²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见表 1。 
2.2 组间病症改善时间对比 
观察组病症改善时间比对照组短，p<0.05，见表 2。 
2.3 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对照组低，p<0.05，见表 3。 
3 讨论 
小儿肺炎作为细菌性感染疾病，是儿童期发病率

高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常见症状是咳嗽、气促、呼

吸困难等，感染性肺炎一般是通过空气传播，非感染

性肺炎则没有传播能力[5]。肺炎在冬春季节发生率高，

婴儿期常见，5 岁以下儿童发生肺炎后死亡率高，主要

是肺炎会促进患儿肺部损伤，患儿的器官抵御炎症能

力差，被肺炎病毒侵入后发生不可逆损伤，最终导致

死亡。肺炎的一般症状是体温增高，一般在 38-40℃，

患儿发热不规则，并出现食欲不振及呛奶等多种情况。 

表 1 组间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n，%）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18（45.00） 20（50.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14（35.00） 16（40.00） 10（25.00） 30（75.00） 

χ²     5.877 

P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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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间病症改善时间对比（ sx±
—

，d） 

分组 n 体温恢复时间 憋喘缓解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观察组 40 1.12±0.32 1.76±0.56 2.65±0.54 

对照组 40 2.23±0.65 2.98±0.54 3.89±0.45 

t  6.654 5.553 6.989 

P  0.001 0.001 0.001 

表 3 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n，%） 

分组 n 反复穿刺 用药错误 意外烫伤 发生率 

观察组 40 1（2.50） 1（2.50） 1（2.50） 3（7.50） 

对照组 40 2（5.00） 3（7.50） 5（12.50） 10（25.00） 

χ²     5.377 

P     0.031 
 
自呼吸系统病变表现上看，早期症状明显，若病情

严重，患儿呼吸期间会出现呻吟声[6]。部分患儿发生严

重咳嗽，频繁咳嗽也会损伤患儿呼吸道，治疗肺炎的常

见手段是口服药物，包括抗菌类药物及抗病毒药物，但

患儿年龄小，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容易发生抗拒治疗的

行为，护理人员还需为患儿采取护理干预措施[7]。常规

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根据常规护理流程，为患儿采取

用药管理及体征管理措施，但并未有效解决患儿不依从

治疗的情况，部分患儿反复穿刺后，患儿家属质疑护理

人员的职业能力，易发生冲突性问题，常规护理已经无

法满足群众的需求。优质护理将患儿放在中心位置，为

患儿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改善患儿恐惧及焦虑等情绪外，

也能促使患儿积极配合治疗，提升患儿治疗疾病的依从

性。优质护理贯穿到患儿疾病治疗的始终，为患儿提供

的护理措施较为全面，一定程度提升医院护理质量，可

改善患儿及家属的认可度。护理人员也要为患儿营造舒

适的病房环境，面带微笑与患儿沟通，掌握患儿心理变

化，为患儿提供心理疏导，使患儿积极配合疾病治疗[8]。

自优质护理实施结果看，各项指标均优于常规护理模式。

以患儿病症改善时间为例，药物可改善患儿症状，但患

儿配合用药的情况决定用药结果，观察组患儿配合用药

的依从性高，护理人员解决了过往患儿过度抗拒治疗的

情况，以多种手段与家属配合，诱导患儿配合治疗，尤

其是缩减静脉穿刺的次数，减轻患儿治疗期间的痛苦。

患儿家属与护士之间紧密配合，两者的关系好，沟通较

为顺利，护理满意度高。观察组患儿配合操作，护士操

作失误的概率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降低。 
综上，在肺炎患儿护理中，为患儿采取优质护理可

改善患儿疾病治疗期间的配合度，提升患儿家属对临床

护理的认可度，并提升护理工作技术水平及质量，优质

护理在肺炎患儿护理中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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