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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精细化护理在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护理中的影响 

聂 涵，孙佳梦，蒲刘梅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探讨精细化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方法 将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2 月作为研究时段，在该时段将 100 名我院中收入的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患儿，作为

研究对象开展对照实验，对所有儿童进行随机两组均分，单组内设置 50 名新生儿，记名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对

照组内新生儿采用常规护理管理，实验组新生儿则选择精细化护理操作。对两组对护士满意度和神经功能评分实

行对比。结果 护理干预后，实验组实行优良化护理干预，实验组家属中满意率为 96.00%明显高于对照组 78.00%，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实验结果中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儿童来说，实验组儿童的症状消失时间明

显更短，两组数据经对比分析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进行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康复护理时，

选择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能够保障新生儿的安全性，使新生儿的个体状况得到优化，具有良好的可应用价值，值

得进行进一步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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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fined nursing on the nursing of neonatal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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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fined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neonatal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The period from Febr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period. During this period, 100 infants with severe neonatal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carry out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The groups were 
equally divided, and 50 neonates were set in a single group, which were design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eonat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managed by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neonat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elected with refined nursing operations. The scores of nurse satisfaction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excell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6.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78.0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ymptoms disappeared in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neonatal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choosing a personalized nursing plan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neonates, optimize the 
individual status of neonates, and has good application value,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promotion. 

【Keywords】Refined Nursing Model; Nursing of Neonatal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Prognosis And Recovery; Effect Analysis 
 

新生儿肺炎是指新生儿在刚出生时出现的一种肺

部炎症状况，在新生儿发生肺炎后，医护人员需要对

新生儿进行有效的抗炎治疗，随后对其进行优质护理
[1]，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使新生儿的成活概率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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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传统的护理方案，并不能

够使新生儿的整体护理质量得到提升，所以依旧存在

一系列的问题[2]。在当代医疗体制革新的背景下，人们

对个性化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尤其是对新生

儿的护理而言，社会对其的护理要求更个性化以及优

质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护理形式，优质护理可以给患

者提供目的性且有利得服务，因而在临床中被广泛推

广[3]。本次研究将本院中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间

出生的新生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并抽选出 100 例新

生儿当作实验对象，探讨精细化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重

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且取得

良好的结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中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2 月间出生的新

生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并抽选出 100 例新生儿当作

实验对象，采用掷币法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两组中各有 50 例新生儿。实验组中共包含男新生

儿 23 例，女新生儿 27 例，日龄于 15-32 天之间，平

均日龄（7.8±2.4）天，对照组中共包含男新生儿 26
例，女新生儿 24 例，日龄于 14-30 天之间，平均日龄

（9.2±2.8）天。 
纳入标准：本次研究中所有新生儿均被确诊为肺

炎症状；患儿家属对本次研究均知情，且按要求签署

同意书；所有新生儿不存在畸形或先天性疾病。 
  排除标准：所有患儿在入院时基本资料不完整；患儿

家属可能由于主观因素无法接受后续随访调查，故排

除；患儿合并存在先天性疾病或其他器质性疾病。 
    本次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后，批准通过。

本次研究，患儿基本资料录入本次研究进行对比确认

具有良好可对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新生儿实行传统护理，检测新生儿的身体

状况，提升护理品质。实验组新生儿实行精细化护理

干预，护理内容为下： 
（1）协助新生儿和母亲转变认知角度，协助母亲

和新生儿适应新的环境，关于新生儿的紧张等负面心

理的产生，护理人员理应多和母亲沟通，耐性讲解母

亲生活中诸多问题，并正确指示母亲喂奶。护理人员

需要根据儿童的病情严重程度来对儿童进行有效的饮

食计划设置。 
（2）在对新生儿进行护理时，需要采用仪器对新

生儿的动脉血气结果进行监测，并且采用面罩吸氧的

方式，为新生儿提供足够的氧流量，将氧流量控制在

1.00~3.00L/min 即可，同时给予新生儿吸氧治疗，做好

新生儿呼吸道的管理。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患者的病情

做出及时有效的治疗，尤其需要注意儿童是否出现了

相关并发症。儿童相较于成年人来说，免疫能力和抵

抗力相对较弱，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

的影响，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所以医护人员一定要

做好患者的病情防治，尽可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例，

如在病房内护理人员需要关注儿童是否着凉。尤其在

冬季，室内的温度一定要控制适宜保持室内的通风，

不可将室内的温度调得过高，这样有可能会导致儿童

忽冷忽热而导致肺炎加重的状况。 
（3）护理人员在一定的状况下，还可以让母亲与

新生儿多多接触，为新生儿的家属讲解新生儿重症肺

炎合并呼吸衰竭的具体状况，使母亲能够了解新生儿

的病情，并且护理人员需要做好家长的开导，让家长

也参与到新生儿的护理中，护理人员在安顿新生儿的

时候，务必应用松软舒适的床单，并指示母亲正确的

喂奶方式。 
（4）健康宣教在开展过程中宣教的主要对象在于

新生儿家属，需要在宣教过程中根据新生儿家属的文

化程度，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新生儿进行讲解。在

一定程度上，需要定期组织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

衰竭专家知识讲座，使新生儿家属的治疗信心得到提

升。而在治疗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做好有效的健康管理，

告知新生儿家属在日常生活中新生儿的监护以及管理

方式，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新生儿家属对于疾病

有良好的认知。 
1.3 评价标准 
应用本院自制表格对两组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

吸衰竭护理满意率，同时记录所有儿童在治疗完成后

症状消失时间包括发热、肺部啰音、咳嗽。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统计工作由研究组内相关统计人员

进行患者最终结果，录入 Excel 表格由医务人员对数据

进行确认，实验中计量资料采用百分比形式进行判断，

以 χ2 检验值进行统计学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
标准差）的形式进行记录，以 T 值进行检验，判断两

组数据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护理满意

率比较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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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护理满意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2 两组新生儿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而在实验结果中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儿童来说，

实验组儿童的症状消失时间明显更短，两组数据经对

比分析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护理满意率比较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n=50） 43 5 2 96.00% 

对照组（n=50） 26 13 11 78.00% 

χ2    9.1289 

P    0.0000 

表 2 两组儿童的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组别 发热（d） 肺部啰音（d） 咳嗽（d） 

实验组（n=50） 2.65±1.25 5.69±1.12 6.28±1.25 

对照组（n=50） 6.95±1.12 8.25±2.85 9.87±1.96 

T 8.2947 7.2847 9.1765 

P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在临床呼吸系统疾病中，新生儿感染性肺炎是尤

为常见的一种多发性疾病，常发生在老年、患者群体

中，临床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持续高热、咳痰、咳

嗽等。由于老年患者其自身存在一系列慢性疾病，如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一旦合并出现新生儿感

染性肺炎之后，通常会累及至机体消化系统、神经系

统、循环系统等病变。新生儿感染性肺炎是一种临床

上常见的急危重症，这种疾病的起病较为急促，并且

进展极快，如果不能及时对患者的肺通气进行改善，

并纠正患者的低氧血症，则有可能对患者的生命安全

造成威胁，而在对患者进行实际治疗时，医务人员需

要判断患者的个体状况，其治疗原则依旧是做好患者

的肺部感染，控制并改善患者的通气，通常情况下给

予患者吸氧和纠正水电解质紊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患者的肺炎状况。新生儿感染性肺炎是呼吸科和

重症医学科比较常见的危重症，一般老年等有心脏或

肺部基础疾病者为高发人群，确诊后病死率较高，据

统计，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病死率已达到 43.60%，机

体的免疫力下降、反复的下呼吸道感染、肺炎症状不

典型和使用不恰当的抗生素等均为新生儿感染性肺炎

的死亡危险因素。在新生儿发病时，临床特征主要表

现为持续高热不退[4]，以及剧烈刺激性干咳等新生儿的

胸部，X 线片主要表现为肺部体征，大多数新生儿周

伴有肺内外多系统损伤新生儿经临床检测其炎症指标

有明显的升高状况，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疗，就

会导致新生儿出现严重的生命危险，而在做好新生儿

的肺炎复苏后，护理人员采用的护理方案将直接影响

新生儿的康复治疗[5]。 
精细化护理作为一种当代新型的护理方式，可以

很好提高新生儿的生活品质，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6]，

可以促使新生儿的患病率下降，这对确保新生儿的发

育，提高医治品质有着重要作用。新生儿为特殊群体，

在护理期间理应注意更多的细小环节，因而采取精细

化护理服务模式，对提高医院品质也有很大作用。 
传统的护理形式不能完成对新生儿的良好护理[4]，

家属的需求也不能获得很好满足，然而采取新生儿精

细化护理模式标准，能够很好提升个性化、精细化护

理管理形式，很好提升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

护理品质，提升新生儿和家属关于护理服务的满意状

况，保证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护理的有效性

以及安全性、合理性。 
综上所述，在进行新生儿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

的康复护理时，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应用于其中，有

助于对新生儿的机体功能进行优化并缩短儿童的治疗

时间，具有良好的可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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