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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模式对重症监护小儿呼吸衰竭预后的影响

王 菁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泰安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综合性护理模式对重症监护小儿呼吸衰竭预后的影响。方法 设置此次研究开展的时

间在 2020年 1月至 2022年 12月的区间范围之内，由相关医师邀请小儿呼吸衰竭患儿及其家属（共 50例）参与

到此次研究的过程之中，由护理人员对患儿的出生日期进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采用电脑随机选择的方式，将

其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与观察组（综合护理）。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结果 观察

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重症监护小儿呼吸衰竭患儿相关护理措施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灵活的将

综合护理模式应用于护理过程中，能够使得患儿的预后得到显著的改善，认为此类模式在时间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进一步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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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 on the prognosis of Respiratory failure in intensive care children

Jing Wang

Ta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dong Tai'a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 on the prognosis of
Respiratory failure in children in intensive care unit.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Relevant doctors invited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their families (50 cases in tot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Nurses adjusted the birth date of the children, and on this basi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mprehensive nursing) by computer. Compar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th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 disappear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quality of relevant nursing measures for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in intensive care.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children.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mode has multiple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time development, and is worth further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work.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nsive care for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th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 disappearance

小儿呼吸衰竭对患儿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使得患儿病发此类疾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

于患儿呼吸器官以及呼吸中枢的正常换气功能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伤，进而使其出现呼吸功能障碍以及动脉

血氧分压降低等情况，甚至导致患儿出现高碳酸血症
[1-2]。病情发展迅速以及高死亡率属于小儿呼吸衰竭的

显著特点，患儿在发病后如果未能及时得到救治，则

可能导致患儿出现心脏骤停或是呼吸暂停等情况，使

其受到不可逆的伤害，对患儿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

威胁[3-4]。在对小儿呼吸衰竭患儿进行干预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及时予以其高效的治疗措施进行干预，同时

需要配合高质量的护理措施，进而最大程度的改善患

儿的各项临床症状以及预后[5]。在马文浩[6]等人的研究

中显示：通过予以小儿呼吸衰竭患儿综合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病情以及预后，本文将探究分析综

合性护理模式对重症监护小儿呼吸衰竭预后的影响，

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设置此次研究开展的时间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月的区间范围之内，由相关医师邀请小儿呼吸衰

竭患儿及其家属（共 50例）参与到此次研究的过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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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护理人员对患儿的出生日期进行整理，并以此

为基础，采用电脑随机选择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对照组患儿共 25例，男 13例，女 12例，

年龄为：6-14 岁，平均年龄为：（8.73±2.46）岁，观

察组患儿共 25例，男 15例，女 10例，年龄为：6-14
岁，平均年龄为：（8.82±2.51）岁，两组一般资料对

比无明显差异，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方法

落实对于患儿各项生理指标的监测，同时以医嘱

为基础，落实各项基础护理措施。

1.2.2观察组方法

①组建专业的综合护理小组，由工作时间≥6年，

且通过相关理论知识以及时机操作技能培训的护理人

员作为组长，并由组长以及护士长为主导，对小组内

的成员进行全面的培训。

由综合护理小组对患儿的病情资料进行整理，确

保相关护理人员能够有效的明确患儿病情，根据患儿

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方案制定

完成后交由相关医师以及护士长进行内容的修订，保

障整个护理方案的全面性，保障护理的高质量性。

②予以患儿优质的病房环境，对病房内的温度

（22℃-25℃的区间范围之内）以及湿度（50％-60％的

区间范围之内）进行适当的调节，有效的应用加湿器，

避免患儿吸入冷空气之后出现病情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以患儿实际病情为基础，控制输液的速度，由于患儿

的年龄相对较小。

③落实对于患儿的通气护理，协助患儿取卧位，

适当的将床头抬升 30°左右，促进患儿正常的呼吸，降

低其出现肺部并发症的机率。对患儿的状态进行监测，

如果患儿在接受干预过程中存在耐受性、依从性交叉

或是存在明显的躁动情况，可遵循医嘱结合患儿的实

际状态予以其镇静类药物进行干预，避免由于患儿挣

扎导致导管出现脱落等情况，对通气的质量造成影响。

及时清理患儿呼吸道中的分泌物，避免其出现呼吸道

阻塞等情况，对于接受呼吸机插管类型的患儿，及时

清除其呼吸道中的痰液，如果其存在呼吸道分泌物粘

稠等情况，可结合其实际情况予以其湿化处理，进而

促进其痰液的排出。定时予以患儿吸痰干预，将配置

到的溶液注入患儿气道，当痰液充分稀释之后予以其

吸痰干预，吸痰完成后及时对患儿背部进行拍叩。同

时接受无创通气的患儿多采用面罩给氧的方式，但是

直接输出的氧气会存在干燥的情况，进而对其呼吸道

造成刺激，因而需要对氧气进行适当的细化。落实对

于患儿的雾化干预，在开展雾化干预的过程中，可结

合患儿的实际情况添加祛痰类药物，温热湿化患儿气

道，对于呼吸衰竭的患儿以 1次/ｈ，的频率进行。

④落实对于患儿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通过口头

宣教或是发放文字性宣传手册等方式对患儿及其家属

进行健康教育，使其明确疾病的相关知识，确保其能

够树立正确的对待疾病的态度，同时使其明确配合相

关医护人员落实干预措施的重要性等，对于文化程度

相对较弱的患儿家属可应用音视频结合的模式进行干

预，进而保障其在接受干预过程中的配合度以及依从

性。

⑤落实对于患儿的人性化关怀，由于患儿年龄较

小，其耐受性以及配合度均相对较低，在接受干预的

过程中，会出现不配合以及挣扎等情况，因而相关护

理人员在落实干预措施的过程中，可根据患儿的喜好，

使得患儿认为护理以及治疗的过程是开展游戏的过程，

或是为其播放动画片等方式，转移患儿对于相关护理

措施的恐惧感，使其拥有相对轻松的心态接受后续的

干预。

⑥在患儿病情稳定之后，引导其开展呼吸功能的

训练，协助患儿取坐位，引导其进行胸式深呼吸，利

用鼻部吸气，在吸气之后屏气 3-5 秒，之后在缓慢的

将气体吐出，每日进行 4-6 次的训练。引导患儿进行

腹式呼吸的训练，引导患儿进行全身的放松，告知其

训练过程中避免出现上胸部的活动，放置其左手于其

胸部，右手放置于其上腹部，引导患儿进行闭嘴的鼻

部深呼吸，过程中引导其放松腹肌，感受腹部的上抬

与缓缓膨隆；在呼气的过程中引导其进行腹肌的收缩，

通过嘴部将气体吐出，整个过程中保持胸部的最小活

动幅度，每日 4-6次。

⑦落实对于患儿的出院指导，在患儿出院后，添

加患儿家属联系方式，组建相应的微信群，以每周 2
次的频率在群众发送提前制作好的恢复护理小视频，

供其学习，同时建立院内的公众号，引导患儿进行关

注。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其中并发症包括：呼吸系统相关疾病、肺性脑病以及

感染。临床症状包括：发热、肺部啰音以及咳嗽，数

据均由研究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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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如下所示：

2.2对照组以及观察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对比两组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观察组优于对照

组，P＜0.05，如下所示：

表 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例,（%）]

组别 例数 呼吸系统相关疾病 肺性脑病 感染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25 2 2 2 24.00％

观察组 25 0 1 0 4.00％

χ2 - - - - 4.153

P - - - - 0.042

表 2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χ±s）

组别 例数 发热症状消失时间 肺部啰音症状消失时间 咳嗽症状消失时间

对照组 25 （2.67±0.87）ｄ （5.96±0.57）ｄ （6.99±1.90）ｄ

观察组 25 （1.53±0.43）ｄ （4.29±0.21）ｄ （5.25±1.07）ｄ

t - 13.541 10.716 4.102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现阶段小儿呼吸衰竭的发病率相对较高，患儿在

发病后其通气功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进而使其呼吸

气管以及呼吸中枢出现严重的障碍，加上由于多数患

儿的年龄相对较小，其耐受能力相对较差，如果未能

得到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则会存在较大的机率

使其出现死亡，对患儿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此类患儿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对于相关护理措施的

要求更高，因而需要明确更为优质的护理模式。综合

护理是指以护理程序以及患者为核心，将护理程序系

统化，制定出标准化的护理计划、病人教育计划、出

院计划等方面的方案，在护理质量的控制等方面都以

护理程序为框架，环环相扣，整体协调一致，以确保

护理服务的水平及质量[7-8]。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了综合护理模式对患

儿进行干预，通过组建专业的护理小组，落实对于患

儿多方面的护理措施取得了优良的护理效果，相比于

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的对照组，观察组具有多

方面的优势。

综上所述，对于重症监护小儿呼吸衰竭患儿相关

护理措施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灵活的将综合护理

模式应用于护理过程中，能够使得患儿的预后得到显

著的改善，认为此类模式在时间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具

有多方面的意义，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进一步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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