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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护理探析 

宣莹莹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呼吸病房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对综合护理干预对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研究分析综合护理干预

对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应用效果，将本院 90 例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电脑随机分组，

两组患者分别应用不同护理措施，即常规护理和综合护理干预，比较护理结果。结果 比较后发现，观察组和对

照组之间的护理效果存在较大差异（P＜0.05）。结论 在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护理期间，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可以

将患儿护理效果显著提升，促进患儿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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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linical care of pa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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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patients with 
pa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s. Method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pa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s, 9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pa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pplied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i.e.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using computerized randomized grouping, to compare the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The comparison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care of pa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s, the integrat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recovery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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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当前环境也

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导致现阶段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病率随之上升，成为了临床中的常见疾病类型。且儿

童是患有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群体，儿童的抵抗

力和免疫能力都比较低，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

出现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从而出现咳嗽、流涕和鼻塞

等症状，从而威胁到患儿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一

旦患儿在患病后出现高烧的症状，极有可能在短时间

内上升到 38～40 度，危险度比较高。在患儿治疗期间，

还具有一定的护理难度，患儿情况比较特殊，需为患

儿保证充足的睡眠，并提升护理操作质量，确保患儿

在护理过程中呼吸道的畅通[1-4]。综合护理干预在近年

临床护理中应用比较广泛，本文就综合护理干预的护

理效果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商议后将研究开始时间定为 2020 年 8 月，并与

2022 年 9 月结束，将这一期间收治的 90 例儿科系统疾

病患儿进行分组后，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并将

对比结果通过表 1 进行显示。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在护理期间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在护

理期间，护理人员引导患儿进行相关的检查，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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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家属关于治疗工作的重点和注意事项等等，观察

组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增加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详细护

理干预过程如下： 
（1）实施责任制护理模式。在护理开始前，首先

需要成立责任制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含了科室内具

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主管护师、护师等成员，

由护士长作为小组组长，由主管负责患儿护理的大概

内容，在护理期间采用 8 小时在班且全天负责制的制

度，和主管护师共同配合完成小组护理质量控制工作。

在小组内，为所有责任护士分配患者，每一位责任护

士都需要负责一名患者，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

工作，针对患儿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分配护理人员，

并及时调整护理方案[5-7]。 
（2）认知干预。由于患儿的年龄较小，对事物缺

乏了解和判断能力，同时更不了解自己的疾病相关内

容，通常患儿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受到家长影响的，因

此这就需要合理的对家长的认知进行干预，在患儿入

院接受治疗时，护理人员就需要充分介绍关于患儿呼

吸系统疾病的相关内容，比如病因、症状、治疗原理

以及过程和注意事项等，提升患儿家属对儿科呼吸系

统疾病的认知水平，让患儿家属对该疾病有更深入的

了解从而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念，并对患儿进行安抚和

合理引导，提升患儿的治疗依从性[8-12]。 
（3）情绪干预。患儿一般会对治疗存在抵触和害怕

的心理，从而治疗依从性较低，看到医护人员就会紧张，

从而对护理工作的顺利性造成了影响。主要是由于患儿

的认知能力较差，同时对疼痛的承受能力也比较差所导

致的，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在护理期间对患儿进行正确的

引导，采取简单易懂的语言来为患儿讲解关于治疗的相

关事项，并为患儿示范治疗过程，告诉患儿治疗后的好

处，提升患儿对治疗的依从性，放其心理戒备和情绪，

在治疗前必须获取患儿的配合才可以进行相应的治疗过

程，不可以强制开展治疗步骤[13-16]。 
（4）行为干预。在患儿治疗期间，良好的行为干

预对其病情康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护理人员要

合理安排患儿的作息，告知患儿家属合理作息和生活

习惯的影响，并引导患儿使其学会自我护理，避免对

家长过于的依赖。在对患儿进行雾化吸入治疗期间，

要保持规范和轻柔的操作，不要在治疗期间对患儿身

体形成不良刺激，从而导致患儿对治疗产生抗拒心理。

在治疗前要对患儿进行安抚，保证患儿是在安静且配

合的状态下进行治疗，也可以在患儿睡眠期间对其进

行雾化吸入，提升治疗的顺利性，避免由于患儿依从

性较低导致药物药效无法发挥，对最终的治疗效果产

生影响[17-19]。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作为对比依据，采

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统计量表进行评估，共分为

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组织。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是本次进行数据处理的软

件，在进行分析处理后，分别采取±标准差和 n（%）

来表达计量和计数，并采用 t 和 χ2 进行数据的检验。

经过对比后，如组间数据差异较大则通过（P＜0.05）
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表 1 为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2.2 表 2 为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 

表 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x s± ，n,%） 

组别 例数 年龄跨度（岁） 平均年龄（岁） 
性别（例） 

男 女 
观察组 45 3～15 8.54±1.36 25 20 
对照组 45 3～14 8.13±1.08 26 19 
χ2/t 值  0.7642 0.6428 
P 值  ＞0.05 ＞0.05 

表 2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5 32（71.11） 12（26.66） 1（2.22） 44（97.77） 
对照组 45 21（46.66） 17（37.77） 7（15.55） 38（84.44） 
χ2值     16.5677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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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呼吸系统疾病在临床中比较常见，尤其是在儿科

的临床治疗中，该疾病属于多发病，且气管、支气管

和肺部等部位是主要病变位置，严重威胁到了患儿的

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一旦患儿出现呼吸系统疾病，

会有咳嗽、胸痛等症状，如果病情严重甚至会出现缺

氧甚至呼吸困难等情况，死亡率显著提升，对儿童的

生命啊暖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20-22]。呼吸系统疾病在

城市病死率中排名靠前，甚至在农村占据首位，该疾

病主要和当前大气污染、吸烟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儿童的年龄较小，一旦长期受到环境的污染或处

于二手烟的环境下，都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出现，近

年来，国内外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和肺癌

等疾病的发病率都显著出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也有更

多的患者死于该疾病。在临床中，针对儿科呼吸系统

疾病通常采取雾化吸入进行治疗，该治疗措施的原理

是通过雾化装置将药液吹散成为微小的颗粒从而形成

的气雾剂，将其通过患儿的口鼻部位直达病灶，从而

起到祛痰和抗炎的效果。但是患儿情况特殊，护理依

从性较低，针对患儿需采取更有效的护理措施，本文

就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进行分析，分析后发现观察组

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患儿护理期间，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可以将患儿的护理效果提升，改善

其家属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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