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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中医特色护理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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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护理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干预的价值。方法 在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 月本院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 中选择 100 例，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50 例，开展常规护理支

持）和观察组（50 例，开展中医特色护理）。分析患儿恢复情况。结果 对比患儿呼吸急促改善用时、咳嗽消失

用时、高热改善用时以及啰音消失用时，观察组均短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儿炎症介质水平改善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小

儿支原体肺炎患儿治疗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干预，可以迅速缓解患儿各方面症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护理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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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3 to January 2024, 100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support)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receiving TCM special nursing care)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table. The recovery 
of the children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time for improvement of tachypnea, disappearance of cough, improvement of 
high fever and disappearance of ral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nurs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0.05）.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quickly relieve symptom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Keywords】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nursing;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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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为儿科呼吸系统疾病中最为常见且发

生率较高的类型，支原体感染为导致该症的主要原因，

会促使患儿存在有发热、咳嗽以及呼吸急促等方面症

状，病症发生较为缓慢且存在有一定潜伏期，对患儿健

康以及日常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1-2]。在对小儿

支原体肺炎患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为促使患儿可以迅

速进行恢复，在完善临床治疗方案的基础上，需做好对

应护理工作[3-4]。将中医特色护理技术运用到该部分患

儿治疗过程中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研究主要对

中医特色护理干预的具体运用价值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 月本院小儿支原体肺

炎患儿 中选择 100 例，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

组（50 例，开展常规护理支持）和观察组（50 例，开

展中医特色护理）。分析患儿恢复情况。在患儿组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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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照组中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在 2—9 岁

间，均值为（5.34±1.23）。 
观察组中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在 1—8 岁

间，均值为（5.23±1.88）。针对两组患儿基本资料对

比，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在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各方面护理操

作都按照常规模式进行开展。准确评估患儿各方面指

标的变化情况，指导患儿严格按照医嘱进行用药，并做

好患儿体温监测等护理工作，详细为患儿家属讲解患

儿治疗期间需要注意的各方面问题等。在对观察组患

儿护理时则需要开展中医特色护理： 
（1）情志护理：在各方面症状的影响下，患儿容

易存在有哭闹、躁动等情况。护理人员需及时对患儿开

展情志护理，按照“以情胜情”的原则对患儿心理状态

进行改善。对于年龄稍大的患儿，需给予患儿鼓励和支

持，和患儿在日常交流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包括动画片

等，起到对患儿注意力进行转移的目的。对于年龄较小

患儿，则可以多给与患儿陪伴和支持，增加患儿的安全

感和亲切感。 
（2）穴位按摩：在患儿恢复期间，需及时对患儿

开展穴位按摩，指导患儿保持仰卧位，对患儿内关穴、

神门、大椎、肺腧等穴进行按摩，单次按摩 10 分钟，

每日 2 次。或指导患儿保持俯卧位，针对患儿合谷穴、

天突穴以及心俞穴进行按摩，单次 10 分钟，每日 2 次。 
（3）小儿基本手法推拿：发汗解表：黄蜂出洞、

掐揉二扇门、拿列缺、头面四大手法、拿风池、捏脊、

抱肚、拿肩井等。 滋阴清热：退热三大手法（水底捞

明月、打马过天河、退六腑）、揉肾顶、揉二人上马。 
排痰化痰：咳穴+抱肚法、体位+拍背、清肺经、掌小横

纹、四横纹、小横纹、掐揉板门、乳旁、乳根、揉丰隆

等。顺气降气：运内八卦、开璇玑、降肺法、肃肺法、

点三凹（天突和左右缺盆）搓摩胁肋等。卫外固表：横

擦风池风府、温熨元阳、横擦肺俞、分推手阴阳、双点

内外劳宫、推上三关等。 
（4）穴位贴敷。风热闭肺选择生石膏 30g、葶苈

子 10g、大枣 10g、麻黄 5g、杏仁 10g、黄芩 10g、桑

白皮 10g 加减；风寒闭肺选择麻黄 5g、杏仁 10g、桂

枝 6g、白芍 10g、细辛 3g、黄芩 10g、紫苏子 10g、地

龙 10g 加减，充分碾磨成为粉末状，需适量进行穴位

贴敷，所选择穴位包括穴位选天突、大椎、膻中，定喘、

肺腧，膈俞，神厥、内关、神门、天突等，敷贴时间不

能太长，一般 6～12 小时，夏季敷贴时间偏少；婴幼

儿 4～6 小时即可。 
（5）饮食管理：按照中医辨证护理原则，在对风

邪闭肺患儿护理时，日常饮食需以营养丰富、清淡、容

易消化食物为主。对于风热闭肺患儿，则可以选择雪

梨、红萝卜等食物，对于存在高热症状的患儿可指导患

儿适当增加饮水量。对风寒闭肺患儿，则选取食宜温

热,予生姜、陈皮适量开水泡饮,忌食凉菜及寒凉的瓜

果；对于肺脾气虚患者，则需要注重营养补充，适当增

加苹果、梨、蔬菜等维生素丰富食物的摄入。 
（6）运动护理：患儿在患病后会存在抵抗力下降

的情况，为有效提高患儿的抵抗力、免疫力，护理人员

可以给予患儿针对性的运动护理，在运动护理中鼓励

患儿多下床走动，通过晒太阳、伸展运动等，改善患儿

身体机能。 
1.3 观察指标 
（1）症状改善用时统计。针对两组呼吸急促改善

用时、咳嗽消失用时、高热改善用时以及啰音消失用时

进行统计。 
（2）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对比。针对两组患儿

在治疗期间家属对临床护理工作满意度进行统计，并

对并发症发生率进行统计。 
（3）对比两组患儿炎症介质水平改善情况。护理

干预前后采集患儿肘静脉血，常规离心获得上层血清，

对白介素-4、白介素-12、干扰素-γ水平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与两组有关数据都按照 SPSS20.0进行

处理，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验，计量数据则

以均值±标准差表示，t 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症状改善用时对比 
在呼吸急促改善用时方面，观察组为（3.23±0.83）

d，对照组为（ 5.33± 0.72） d，对比 t=10.028，
P=0.001<0.05。在咳嗽消失用时方面，观察组为（3.14
±0.72）d，对照组为（4.36±0.25）d，对比 t=11.411，
P=0.001<0.05。在高热改善用时方面，观察组为（1.85
±0.31）d，对照组为（3.14±0.14）d，对比 t=14.021，
P=0.001<0.05。在啰音消失用时方面，观察组为（1.68
±0.21）d，对照组为（3.37±0.32）d，对比 t=8.485，
P=0.001<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统计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为 96.00%（48/50），

对照组为 84.00%（42/50），对比 χ2=9.082，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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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期间，观察组 1 例出现并发症，对照组 5 例，

对比 χ2=6.266，P=0.001。 
2.3 对比两组患儿炎症介质水平改善情况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儿通过护理后各炎症介

质水平得到明显控制，相关数据低于照组低（P＜0.05）。
具体数据如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儿炎症介质水平改善情况（pg/ml， ±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n  50 50   

白介素-4 
护理前 
护理后 

22.34±2.12 
15.32±1.23 

22.53±2.19 
18.24±1.44 

2.343 
12.342 

0.892 
0.001 

白介素-12 
护理前 
护理后 

373.12±2.32 
187.34±3.87 

373.23±2.45 
252.67±2.52 

2.542 
12.546 

0.882 
0.001 

干扰素-γ 
护理前 
护理后 

88.6±2.77 
56.56±1.85 

88.44±2.01 
76.34±1.86 

2.316 
12.627 

0.864 
0.001 

 
3 讨论 
支原体肺炎为当前影响幼儿健康的常见呼吸系统

疾病，在临床一直保持有极高的接诊量。幼儿呼吸系统

各方面功能尚处在持续发育的过程中，气道相对较为

狭窄且纤毛运动能力降低，对于外界细菌、病菌的抑

制、清除能力较低，排痰能力较弱。在多方面因素的作

用下，很容易出现病原菌侵犯等症状，以支原体肺炎最

为常见[5-6]。结合当前临床接诊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

素作用下，支原体肺炎患儿数量存在有明显增加的趋

势，会促使患儿存在有发热、咳嗽等方面症状，部分患

儿会伴随呼吸困难、喘息等症状，病症周期长，无法在

极短时间内治愈。若患儿各方面症状未及时得到改善，

在病症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会增加患儿出现低氧血症、

二氧化碳潴留等症状发生率，甚至危及患儿生命安全。 
在中医理论中，支原体肺炎需归属到“肺炎、喘嗽”

的范围中，肺气闭塞属于主要病机，正气不足、外邪入

侵，最终诱发病症。在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治疗的过

程中，为促使患儿各方面症状可以迅速得到改善，在持

续调整与完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更应当做好对应护

理工作。将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运用到小儿支原体肺炎

患儿护理的过程中，可以间接达到帮助患儿进行恢复

的目的[7-8]。在情志护理的过程中，由护理人员对患儿

的各方面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并开展针对性心理支持，

可以促使患儿在治疗期间保持良好心理状态，能够增

加患儿各方面治疗、护理的配合性。穴位按摩的作用

下，结合对内关穴、神门穴、合谷穴、天突穴以及心俞

穴进行按摩，可以达到调理气机、促进血液循环等功

效，有助于患儿各方面症状迅速得到改善，达到帮助患

儿进行恢复的目的。配合具备活血行气以及改善脉络

循环等药物进行穴位贴敷，可以促使患儿各方面症状

在极短时间内得到改善，达到促进恢复的目的，通过中

医药物穴位贴敷的方式，能够使患儿体内的炎症介质

水平得到良好控制。且结合中医辨证护理的原则，结合

患儿具体症状对治疗期间饮食进行合理调节，能够从

中医饮食管理的维度，帮助患儿各方面症状进行改善，

达到促进患儿恢复的目的。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儿

在治疗过程中则接受中医特色护理干预，结合观察可

见，在该护理模式的作用下，能够促使患儿呼吸急促改

善用时、咳嗽消失用时、高热改善用时以及啰音消失用

时缩短，加快患儿恢复速度，同时可以降低患儿在治疗

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护理满意度，同时有效改善患

儿炎症介质水平，对于帮助患儿尽快进行恢复等存在

有重要作用。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护理时

可以将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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