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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用于止咳祛痰口服液辅助治疗儿童偏肺病毒肺炎中的效果 

高 云，田云龙*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泰州 

【摘要】目的 分析儿童偏肺病毒肺炎止咳祛痰口服液辅助治疗中针对性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

我院近 1 年多（2019 年 10 月-2021 年 03 月）收治的 60 例 HMPV 检测阳性的肺炎，均采用止咳祛痰口服液

辅助治疗，回顾临床资料。将实施针对性护理的 30 例患儿作为观察组，将实施常规护理的 30 例患儿作为

对照组。观察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有效喂药率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中，患儿家长满意度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行止咳

祛痰口服液辅助治疗儿童偏肺病毒肺炎中实施针对性护理，可帮助患儿更好的服用药物，提高用药依从性。

与此同时，还能提高患儿家长对服务的满意度，临床应用价值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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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on cough relieving and expectorant oral liquid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etapneumovirus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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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auxiliary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etapneumovirus pneumonia with Zhike Qutan oral liquid. Methods 60 cases of hMPV positive 
pneumo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or more than one year (October 2019 March 2021) were treated with Zhike 
Qutan oral liquid as adjuvant therapy, and the clinical data were reviewed. The 30 children who received targeted 
nursing care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30 children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effective drug feeding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parents' satisfaction of the childre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auxiliary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etapneumovirus pneumonia 
with xingzhike Qutan oral liquid can help children take drugs better and improve medication compli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improve the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service, 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is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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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偏肺病毒与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一样被

认为是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该病毒的

感染率有较大的差异，这与地域环境条件、采样时

间、检测方式、被检对象的不同以及人群免疫状况

等诸多因素有关[1]。目前，西医学对于 HMPV 感染

的治疗主要以抗病毒、对症治疗及预防并发症为主，

疫苗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进展[2]。除了常规治疗外，

本文还应用止咳祛痰口服液辅助治疗，取得良好的

效果。但在实际护理中，由于药物异味重，导致患

儿常出现哭闹，甚至拒绝用药的现象，用药依从性

不高。对此在患儿治疗中需要针对性护理干预进行

配合，这对提升治疗效果有积极意义。本研究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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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 年多儿童偏肺病毒肺炎中实施不同护理干预，

旨在探讨针对性护理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近 1 年多收治的 60 例 HMPV 检测阳

性的肺炎患儿，回顾分析探讨护理效果。其中 30 例

对照组患儿（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在 1-5 岁（平

均 3.25±1.19 岁）；平均病程（28.67±13.92）h；
轻度 9 例、中度 19 例、重度 2 例。30 例观察组患儿

（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在 1-5 岁（平均 3.35±
1.05 岁）；平均病程（27.60±12.96）h；轻度 12 例、

中度 17 例、重度 1 例。上述病例资料比较均衡性良

好（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而观察组则在采取

针对性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①患儿对温度较敏感，高热下可能产生躁动、

惊厥、呼吸困难、硬肿症等临床症状。护理过程中

应适当采用采取物理降温，严重者按医嘱服用解热

镇痛药物治疗。同时对呼吸困难者应保持头部高位

处理，合理吸氧。一般采用鼻导管法，当患儿处于

烦躁、哭闹时，可选择面罩法。期间注意改善患儿

的通气功能，以纠正患者的缺氧情况。及时帮助患

儿清除呼吸道中的存在的分泌物，并按要求进行排

痰与咳嗽处理，以利于呼吸道分泌物的清除。可用

雾化吸入、叩击胸背、体位引流、翻身等方法，以

保证呼吸道的通畅性。 
②因为陌生环境和疾病的反复发作，患儿的情

绪不稳定，加上疼痛和侵入性操作，患儿普遍存在

焦虑、紧张等不良心理应激，护理人员要多与患儿

沟通，拉进双方的关系，全程保持亲切、和蔼、微

笑的服务态度，多给予一些安慰、体贴和关心，以

提高患儿的安全感。还可通过讲故事、玩游戏来分

散患儿注意力，继而达到降低不良情绪的目的。 
③考虑到婴儿的吞咽能力和自主能力，液体剂

型或较少量的粉剂可直接喂服，常规用量的粉剂，

需用温开水调成药液或药糊。喂服药物时适当抬高

婴儿头胸部，用拇指轻压婴儿下唇或抚摸面颊，直

接喂服。如果药剂较苦、异味较重，可将药物滴入

婴儿口腔深处，少量多次，减少苦味刺激，避免婴

儿将药物吐出，有助于下次喂药。如婴儿不肯吞咽，

可轻捏双颊帮助吞咽。服药后适当喂些温开水，减

少药物异味，避免对口腔和食道的刺激，同时将婴

儿抱起，轻拍背部，排出胃内空气。 
1.3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学软件（SPSS23.0 版本）分析数据，t

检验计量资料，表示为 ±s，χ2 检验计数资料，表

示为%，若 P<0.05，则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儿有效喂药率。 
同时采用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自制）进行评定，

总分 100 分，分为非常满意（100-90 分）、满意（89-70
分）、不满意（69 分及以下）。总体满意度=（非

常满意例数+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有效喂药率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儿有效喂

药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家长对护理满意度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家长总体满意度

93.33%，对照组患儿家长总体满意度 76.67%。可知，

观察组患儿家长总体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呼吸道病毒感染尚无特异有效治疗方法。利巴

韦林和干扰素的治疗具有一定效果，但在儿童要用

市场占比相对较小，针对儿童专用剂型的数量、规

格少而单调，无法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加上一些药

物异味重，患儿服用困难，所以有针对性的给予喂

药意义重大。 

表 1 两组患儿有效喂药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有效喂药 无效喂药 

观察组 30 29（96.67） 1（3.33） 

对照组 30 24（80.00） 6（20.00） 

χ2 - 7.673 

P - 0.00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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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儿家长对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n） 满意（n） 不满意（n）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30 16 12 2 93.33 

对照组 30 11 12 7 76.67 

χ2 - - - - 45.131 

P - - - - 0.001 

 
近年来中医药在病毒性肺炎治疗方面疗效显

著，得到临床研究证实。因为患儿的特殊性，治疗

期间可能出现相关肺炎疾病，影响患儿健康生长、

发育。为了提高患儿用药依从性，我们采用针对性

护理方式进行配合。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儿童

偏肺病毒肺炎中采用针对性护理方式配合，可以提

升喂药有效率，对促进患儿康复有积极意义，同时，

采用针对性护理可大大提升患儿家长的满意度[3-10]。

与常规护理相比，我们采用的针对性护理更注重小

儿的特殊性，一方面避免患儿抗拒用药而影响治疗

效果，另一方面加强针对性用药护理措施，从药物

准备、喂药、服药后安抚等方面给予干预，能显著

提高患儿用药有效率，对改善其临床体征，减少并

发症，促进其康复有积极意义。同时这样的护理干

预还能提高患儿家长的满意度，为避免医患纠纷打

下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在儿童偏肺病毒肺炎中采用针对性

护理，其效果更显著，在促进患儿康复、提升患儿

家长满意度方面有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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