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儿科研究杂志                                                                          2022 年第 2 卷第 2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s Research                                                       https://ijped.oajrc.org/ 

- 33 - 

整体护理干预在小儿哮喘护理中的有效性研究 

罗 靖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提出整体护理干预策略，将其用于小儿哮喘患儿，对护理有效性开展研究。方法 病例

是小儿哮喘患儿，样本量 88 例，时间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对 44 例患儿做好常规护理干预，设为普

通组；对 44 例患儿做好整体护理干预，设为整体护理干预组。研究哮喘发作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平均哮

喘发作次数、遵医依从性量表（Frankl）评分，临床病情控制优良率。结果 整体护理干预组的哮喘发作持

续时间更短、住院时间更短（p＜0.05）；整体护理干预组的平均哮喘发作次数更少（p＜0.05）。整体护理

干预组的 Frankl 评分更高（p＜0.05）。整体护理干预组的临床病情控制有效率更高（p＜0.05）。结论 将
整体护理干预策略用于小儿哮喘患儿，在喘发作持续时间和住院时间缩短、平均哮喘发作次数减少、遵医

依从性提高方面更具有优势，能够显著提高护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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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put forward the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children with asthma, and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Methods The cases were children with asthma, with a sample 
size of 88 cases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44 cases of children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set as 
the ordinary group; Forty-four children with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selected as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The duration of asthma attack,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mean number of asthma attacks, com- 
pliance scale (Frankl) score and excellent rate of clinical disease control were studied. Results The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horter asthma attack duration and shorter hospital stay (P<0.05). The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had fewer asthma attacks (P<0.05). The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had a higher Frankl 
score (P<0.05). The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had a higher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disease control 
(P<0.05). Conclusion The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children with asthma has more advantages in 
shortening the duration of asthmatic attack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reducing the average number of asthmatic 
attacks and improving the medical compliance,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Keywords】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Asthma in children; The number of asthma attacks; Effectiveness; 
Duration of asthma attack 
 

小儿哮喘是以气道高反应为特征的呼吸道慢性

疾病[1]，疾病严重的情况下，患儿病情反复发作，

会增加肺炎、哮喘持续状态的发生风险[2]，致使病

情更加严重。在积极治疗的的基础上，予以有效的

护理措施干预，能够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整体护

理干预具有护理服务质量高的优势[3]，已经临床验

证能够指导小儿哮喘的护理服务工作。因此，本文

纳入 88 例小儿哮喘患儿，提出整体护理干预策略，

将其用于小儿哮喘患儿，对护理有效性开展研究。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病例是小儿哮喘患儿，样本量 88 例，时间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对 44 例患儿做好常规护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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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为普通组，组内，男患儿 22 例，女患儿 22
例，4 岁~10 岁，平均（7.11±1.08）岁；对 44 例患

儿做好整体护理干预，设为整体护理干预组。组内，

男患儿 20 例，女患儿 24 例。4 岁~10 岁，平均（7.09
±1.11）岁。 

1.2 方法 
普通组患儿做好常规护理，主要有用药指导、

专科医嘱护理、病情检测等。整体护理干预组做好

整体护理干预。 
（1）健康教育护理。耐心、细致地与患儿家属

进行交流，对小儿哮喘疾病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

讲解治疗方案、并发症防治、疾病预防措施等知识，

推荐小儿哮喘防治、护理公众号平台，鼓励患儿家

属学习小儿哮喘疾病的护理技巧，注意识别发作诱

发高危因素，引导患儿家属提高对病情的重视，对

错误认知进行纠正，促使患儿家属形成正确认知，

协同医护人员对患儿进行有效护理。 
（2）心理疏导护理。对患儿提高耐心，增加对

患儿的照顾与陪伴，对患儿多鼓励，采用轻轻拍背，

拥抱等方式予以安慰，帮助患儿情绪平稳，减少哭

闹。 
（3）用药护理。严格对患儿的病情进行整体评

估，指导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针对病情严重的病例，

必要的情况下，可采用二联药物进行治疗。告知患

儿家属不要私自停药、减少药量、更改按疗程服药，

一定要遵医嘱坚持用药。 
（4）病情护理。急性期小儿哮喘，治疗以抗炎、

止咳化痰为主，严密观察患儿生命体征，予以吸氧、

雾化吸入、排痰等护理，定期评估病情变化，做好

护理记录。 
（5）病情发作预防性护理。注意天气变化，避

免着凉。避免患儿接触易过敏的物质，比如花粉、

粉尘、煤气、油烟、汽车尾气等，避免前往人员多 、
嘈杂的场所，必要外出时，注意戴口罩做好防护。 

1.3 评价指标 
（1）研究哮喘发作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平均

哮喘发作次数。 
（2）研究遵医依从性量表（Frankl）评分。Frankl

最高分 4 分，分值越高，依从性越好。 
（3）研临床病情控制有效率。显效：病情改善

75%以上；有效：病情改善 50%~75%；无效：病情

改善 50%以下。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2.0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计

数资料行卡方检验。若 P<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哮喘发作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平均

哮喘发作次数 
将整体护理干预组、普通组的哮喘发作持续时

间、住院时间相比较，前者（32.51±10.11）h、（6.33
±1.58）d，后者（44.49±12.34）h、（8.77±2.26）
d，整体护理干预组的哮喘发作持续时间更短、住院

时间更短（p＜0.05）；将整体护理干预组、普通组

的平均哮喘发作次数相比较，前者（1.56±0.12）次，

后者（3.24±1.15）次，整体护理干预组的平均哮喘

发作次数更少（p＜0.05）。见表 1。 
2.2 研究 Frankl 评分 
将整体护理干预组、普通组的 Frankl 评分相比

较，前者（3.44±0.41）分，后者（2.38±0.16）分，

整体护理干预组的 Frankl 评分更高（p＜0.05）。见

表 2。 
2.3 研临床病情控制有效率 
将整体护理干预组、普通组的临床病情控制有

效率相比较，前者 95.45%，后者 77.27%，整体护理

干预组的临床病情控制有效率更高（p＜0.05）。见

表 3。 

表 1  研究哮喘发作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平均哮喘发作次数 

组别 患儿（例） 哮喘发作持续时间（h） 住院时间（d） 平均哮喘发作次数（次） 

普通组 44 44.49±12.34 8.77±2.26 3.24±1.15 

整体护理干预组 44 32.51±10.11 6.33±1.58 1.56±0.12 

t 值  4.9814 5.8694 9.6379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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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 Frankl 评分 

组别 患儿（例） 
Frankl 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普通组 44 1.39±0.15* 2.38±0.16* 

整体护理干预组 44 1.41±0.14* 3.44±0.41* 

t 值  0.6466 15.9759 

p 值  0.5196 0.0000 

注：*代表本组护理前后比较，p＜0.05。 

表 3  研究临床病情控制有效率 

组别 患儿（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临床病情控制优良率（例/%） 

普通组 44 27/61.36 7/15.91 10/22.73 34/77.27 

整体护理干预组 44 34/77.27 8/18.18 2/4.55 42/95.45 

χ2 值     6.1754 

p 值     0.0130 

 
3 讨论 
据临床报告[4]，阵发性咳嗽和喘息是小儿哮喘

发作时的常见症状，患儿痛苦较深。鉴于本病易反

复发作[5]，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治疗、护理手段，

来避免病情发作，能够让患儿真正受益[6]。通常情

况下的护理措施多围绕病情开展，患儿及其家属认

知较差、心理素质低，难以掌握避免病情发作的护

理技巧[7]，因此，本文提出整体护理干预策略，将

其用于小儿哮喘患儿，对护理有效性开展研究。 
结果显示，落实整体护理干预后，患儿哮喘发

作持续时间、住院时间更短（p＜0.05）；平均哮喘

发作次数更少（p＜0.05）；Frankl 评分更高（p＜
0.05）；临床病情控制有效率更高（p＜0.05）。证

明，将整体护理干预策略用于小儿哮喘患儿，在喘

发作持续时间和住院时间缩短、平均哮喘发作次数

减少、遵医依从性提高方面更具有优势，能够显著

提高护理有效性。这主要是因为，做好健康教育护

理，引导患儿掌握护理技巧，获取正确认知[8]，从

而积极遵医治疗；做好心理疏导，减少负面情绪对

患儿病情的不良影响；做好用药护理，防止未遵医

嘱治疗导致病情反复发作[9]；做好病情护理，促使

症状尽快消退，提高治疗效果；做好病情发作预防

性护理，避免病情反复发作[10]。 

综上所述，将整体护理干预策略用于小儿哮喘

患儿，在喘发作持续时间和住院时间缩短、平均哮

喘发作次数减少、遵医依从性提高方面更具有优势，

能够显著提高护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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