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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小儿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中的护理效用观察 

郭 蕾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人民医院  云南建水 

【摘要】目的 分析小儿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使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20 年 3 月~2022 年 3 月

收治的 42 例小儿上呼吸道感染患儿，根据电脑随机方式分为参照组（常规护理）和实验组（舒适护理），每组

21 例。对比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舒适度评分以及家属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P
＜0.05）；实验组舒适度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满意度为 95.24%，明显比参照组高（P＜0.05）。

结论 患有小儿上呼吸道感染的患儿使用舒适护理能够在改善临床症状的同时提升舒适度和家属的满意度，加快

患儿恢复健康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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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 children with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2 children with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comfortable nursing), with 2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comfort scores and family 
members'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ymptom improv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comfort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5.2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fort nursing in 
children with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the comfort level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and speed up the recovery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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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感染为儿科常见疾病，多发季节为春季

和冬季。患上此种疾病后呼吸困难和发热等为常见症

状，如果不能及时为患儿治疗，会导致严重并发症，

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威胁生命安全[1]。而护理作为辅助

治疗的常用方式，可以在治疗期间提升舒适度和生活

质量，减少治疗和疾病对患儿的影响，提高依从性。

并且有效地护理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发症的发

生，改善预后，保证良好的护患关系。基于此，本院

对小儿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使用舒适护理的效果进行了

研究，具体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收治的 42 例小

儿上呼吸道感染患儿根据电脑随机方式分为参照组和

实验组，每次 21 例。参照组男 11 例，女 10 例，年龄

2~6 岁，平均（4.85±1.06）岁；实验组男 12 例，女 9
例，年龄 2~7 岁，平均（4.96±1.14）岁。基本资料没

有明显差别（P＞0.05），可以研究。 
1.2 临床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小儿上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

准；（2）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3）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排除标准：（1）合并心肺肾严重疾病需排除；

（2）中途转院或退出需排除；（3）依从性较低患儿

需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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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护理方法 
（1）参照组 
常规护理：为患儿提供日常照料服务，注意优质

环境的建立，并为患儿家属介绍疾病。在出现异常情

况时及时通知医生并进行处理，避免疾病恶化。 
（2）实验组 
舒适护理：①创造良好的环境：根据患儿的年龄

为他们创建良好的病房环境，摆放图画书和绿植。叮

嘱家属不要大声喧哗，早晨和下午开窗通风一次；②

健康教育：多数家属为初次当父母，对于小儿疾病的

知识了解程度较浅，很容易出现治疗期间因不了解而

出现过于担忧患儿的情况，提升护患纠纷的发生率。

护理人员在患儿入院之后向家属介绍医护人员以及住

院环境，还需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解现阶段治疗的

主要方式和目的，让家属消除内心的错误认知。还需

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如发病原因和预后方式等，提

升家属的知识掌握程度。在此期间家属提出问题护理

人员耐心倾听并仔细认真回答，形成良好的护患关系；

③心理护理：因为患儿年龄较小对于陌生的环境需要

一段时间适应，此时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日常的接触以

及故事书和零食等拉近与患儿的距离。在和患儿熟悉

之后为了减少焦躁不安等不良情绪可以与家属一同安

慰哭闹和焦躁的患儿，利用音乐转移注意力，稳定情

绪，避免不良情绪对依从性产生影响；④治疗时舒适

护理：每次治疗时间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当中，避免

时间过长无法让患儿充足休息。在进行抽血等侵入性

治疗时需和家属配合尽可能减少乱动等情况的发生，

也可以使用音乐和动画片转移注意力，提升依从性。

治疗过程中与患儿谈论感兴趣的话题，如询问喜欢的

动画片。依从性较差的患儿需和家属配合蒙住双眼快

速完成操作。治疗结束之后给予糖果或水果当做奖励，

便于下次治疗和护理顺利；⑤呼吸道舒适护理：小儿

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呼吸道受到感染而引发的，在患

儿入院之后定时帮助他们清理呼吸道和口腔，保证口

腔清洁，避免二次感染。护理人员可以鼓励年龄较大

的患儿自己清理口腔的分泌物，避免因为他人清理而

出现乱动和厌弃的情况；⑥生活护理：小儿因为自身

抵抗力较差，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一般在患病后身

体素质会有所降低，此时需叮嘱家属保证患儿充足的

睡眠。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饮食，一般选择高蛋

白和丰富维生素的食物，避免食用辛辣和油腻的食物。

如果口腔受到感染最好选择流食，并叮嘱家属让患儿

多饮水。 

1.4 观察指标 
（1）临床症状改善情况；（2）舒适度评分；（3）

家属护理满意度。 
1.5 疗效评价 
（1）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咳嗽消失时间和退热时

间；（2）舒适度[2]：环境、生理和心理，总分 100 分，

分数越高舒适度越高；（3）家属满意度：分为十分满

意、满意和不满意，总满意度=（十分满意+满意）

/21*10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系统软件分析。临床症状等计量资

料用（ x s± ）表示，并用 t 检验；家属满意度使用%
表示，χ2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的分析   
实验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具

体见表 1。 

表 1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的对比（天， x s± ） 

组别 例数 咳嗽消失时间 退热时间 
参照组 21 5.36±1.47 6.03±2.14 
实验组 21 3.28±1.03 4.03±1.27 

t / 5.310 3.683 
P / 0.000 0.001 

2.2 舒适度评分的分析 
实验组各项评分明显比参照组高（P＜0.05），具

体见表 2。 

表 2  舒适度评分的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环境 生理 心理 
参照组 21 86.52±2.41 85.47±2.75 86.38±2.21 
实验组 21 93.64±2.38 94.72±2.67 93.62±2.54 

t / 9.653 11.059 9.854 
P / 0.000 0.000 0.000 

2.3 家属满意度的分析 
实验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具

体见表 3。 

表 3 家属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参照组 21 11 4 6 71.43 
实验组 21 15 5 1 95.24 
χ2 / / / / 4.286 
P / / / /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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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上呼吸道感染为小儿阶段常见症状，主要由病毒

和细菌感染导致，会对鼻部和咽喉等上呼吸道器官进

行感染，在疾病严重的情况下患儿出现发热和头疼等

症状[3]。并且此种疾病还会对消化道产生刺激，导致腹

泻和呕吐等症状出现，对患儿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

降低生活质量。临床中一般以抗病毒药物以及抗生素

治疗，虽可以得到理想的治疗效果，但是因为患儿年

龄较小，容易受到陌生环境以及人员的影响，降低依

从性，导致治疗受阻，此时应使用合理的方式为其护

理，确保治疗顺利开展和进行，加快患儿恢复健康的

速度[4]。 
常规护理较为传统，一般使用系统化的方式护理，

重视疾病的治疗效果，无法和家属以及患儿形成良好

的护患关系，依从性较低。舒适护理为新型护理方式，

不仅会重视患儿的生理状态，更加重视其内心的想法。

通过护理工作促使患儿身心愉悦，积极配合治疗[5]。实

际护理当中，护理人员会为患儿创造良好的住院环境，

开窗通风，减少细菌。而在护理中展示熟练的技术，

举止得当，且表达出内心真实的情况，让家属感受到

护理人员的责任心以及让患儿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关

怀。还会考虑年龄因素开展个性化的护理，如抽血和

注射等侵入性治疗时利用交流沟通和看动画片等方式

转移患儿注意力，减少乱动和焦虑等情况的发生，提

升依从性，主动配合工作。健康教育促进家属和护理

人员的沟通，消除错误认知，在治疗和护理中家属能

够有效地护理工作，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形成良好的

护患关系[6]。而在家属的协助下，患儿依从性也可以有

所提升。心理护理可以帮助产生不良情绪的患儿缓解

情绪，保证情绪稳定。而生活和呼吸道舒适护理进一

步辅助治疗，降低再次感染的发生率，利用饮食等增

强抵抗力和免疫力。在本次研究当中，实验组症状改

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舒适度评

分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说明舒适护理能够帮

助患儿改善临床症状，发挥辅助治疗的作用，提升舒

适度，分析原因为：舒适护理重视的是患儿住院期间

的舒适度，与家属形成配合在提升依从性的同时让患

儿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确保情绪稳定和配合治疗。并

且重视患儿的感受，将他们当做护理中心，发挥人性

化的理念，提升护理治疗，有利于患儿康复；实验组

满意度为 95.24%，明显比参照组高（P＜0.05），说明

家属更加认可舒适护理，分析原因为：护理人员在护

理期间进行定期的健康教育消除家属错误认知，了解

与疾病和治疗的更多知识[7]。而表现出的责任心以及专

业性可以让家属提升治疗信心，更加信任医护人员，

促使良好护患关系的形成，在工作中取得配合，帮助

患儿完成治疗，强化疗效，最终得到满意的治疗，满

意度自然有所提升。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能够提升家属满意度，发挥

辅助治疗的作用，促使患儿症状缓解，值得在临床中

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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