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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儿科呼吸疾病患儿特点分析与护理方式 

孙 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呼吸病房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本次实验主要对儿科呼吸疾病患儿特点展开全面探讨与分析，并提出相应护理措施。方

法 将 85 例儿科收治的呼吸疾病患儿列入实验，对其各项症状表现以及临床治疗信息进行整合分类。结果 
经研究表明，所有患儿中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相对较高，共发生 60 例，占比 70.59%，肺炎患者 8 例、疾

病状况复杂 7 例，哮喘 6 例，反复感染 4 例，分别占比为 9.41%、8.23%、7.06%、4.71%，通过有效治疗均

痊愈出院。结论 儿科引发呼吸系统疾病的原因有着复杂性特点，同时疾病类型相对较多，对此还应当结合

患儿的实际情况展开针对性治疗，并在此基础上配合科学合理的护理方案，从而才能促进患儿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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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experiment mainl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p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Methods 85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admitted to the pediatric department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their symptoms and clinical 
treatment information were integrated and classified.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all children was relatively high, with 60 cases, accounting for 70.59%, 8 cases of 
pneumonia, 7 cases of complex disease, 6 cases of asthma, and 4 cases of recurrent infection. The proportions were 
9.41%, 8.23%, 7.06%, and 4.71%, respectively, and they were all cured and discharged after effective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causes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pediatrics hav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are relatively 
many types of diseases. Targeted treat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ldren, and on this basi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nursing plans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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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据相关数据表明，呼吸系统疾病在儿科

中相对较为常见，患儿多会有发热、咳嗽、喘息等

症状表现，若治疗及护理不当，很可能会直接危及

到患儿的生命健康，对此就需从患儿的病因入手，

研究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与环境、感染、营养之间的

联系，并展开相应治疗与护理。本次研究着重分析

了儿科呼吸疾病患儿的特点，并制定相应配合措施，

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的 85 例对象为院内儿科在 2020 年 11 月～

2021 年 10 月收治的患儿，经诊断均为呼吸系统疾

病，采取随机方式进行抽取，其中男性 47 例女性 3
8 例，患儿年龄在 2~24 月区间，平均年龄为（17.8
2±3.11）个月。所有患儿均有喘息、咳嗽、发热、

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表现，排除具有其他系统性疾

病患者，各项资料经对比相对较为均衡（P＞0.05）。 
1.2 方法 
在对所有患儿的病例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后可

见，常见疾病多为上呼吸道感染、肺炎、哮喘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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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①上呼吸道感染，该疾病主要是由于各病

原体侵袭所引起，常见于咽炎、鼻炎以及扁桃体发

炎等，患儿会有咽喉疼痛、鼻咽部充血、发烧等表

现，在感染后患儿会出现咳嗽等症状，多发于夜间，

在经过细菌、病毒感染等对症治疗后均可有效康复。

②肺炎，肺炎在小儿呼吸道疾病相对较为常见，四

季均易发生，3 岁以下的婴幼儿在春季、冬季发病

率较高，若治疗不彻底会导致其出现反复发作，并

引起各种重症并发症，影响患儿整体健康情况。常

见临床表现为不规则高热、频繁咳嗽，在后期会伴

有痰液，呼吸频率加快，轻症患儿无需住院治疗，

重症患儿需进行病原学检查，并使用针对性药物，

根据以往经验，多为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如阿莫西

林、头孢克洛，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阿奇霉素，抗

病毒药物如利巴韦林，止咳化痰药物如氨溴索，以

上药物在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且

有良好作用[1-6]。③哮喘，因哮喘是一种多病因的疾

病，气道狭窄、支气管发育不良以及免疫功能较弱

均会引发病毒感染，并有反复发作性咳嗽，在治疗

前还应当查出病因，确保该治疗方案能够符合患者

实际病情，通常情况下会采取糖皮质激素疗法，给

药方式为吸入式，因患儿年龄较小，自主行为能力

相对较弱，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阻碍，现

阶段丙酸倍氯米松吸入已在临床广泛运用。若患儿

病情相对较为严重时，可采取静脉给药的方式，但

应当控制使用时长，避免长期大量使用。常用药物

为支气管扩张剂如舒喘灵、白三烯抑制剂等，在此

需注意的是，所有用药方案及使用剂量均需根据患

儿的实际情况而定，避免给患者造成不良影响[7-10]。 
1.3 观察指标 
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需将其各项资料进行

整合，并做好各疾病发病率统计工作，与此同时还

应当注意观察与分析护理方案在实施后对患儿病情

康复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1.4 统计学处理 
在此次研究实验中进行统计学处理时可采取 S

PSS21.0，计量资料等各项指标可用（x±s）表示，

计数资料可用[n，（%）]表示，将 t 及 X2 作为检验

所用。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且有着统计学意义，

可利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通过统计所得数据来看，85 例患儿中，上

呼吸道感染发生率相对较高，共发生 60 例占比 70.
59%，其他依次为肺炎、疾病状况复杂、哮喘以及

反复感染。在经过治疗及护理后，所有患儿病情被

有效控制且逐渐痊愈。 

表 1 85 例患儿呼吸道疾病感染概率（n/%），（x±s） 

组别 n 占比（%） 

上呼吸道感染 60 70.59 

哮喘 6 7.06 

肺炎 8 9.41 

反复感染 4 4.71 

疾病状况复杂 7 8.23 

3 讨论 
针对患儿呼吸系统疾病，在治疗期间还应当结

合其实际情况采取对应护理措施展开全面干预，以

此来达到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的根本目的。主要可从

以下几方面展开：①心理护理，因患儿年龄相对较

小，其思维理解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单纯采取沟通

的方式所起到的效用价值不高，再加上受到疾病的

困扰，在陌生环境下患儿会产生恐惧、紧张等不良

情绪，持续的哭闹会导致病情加重，其心率、呼吸

均会受到影响，不利于治疗及护理工作的开展，对

此护理人员在展开操作时，还应当面带微笑，采用

一些鼓励的语句，并进行肢体抚触，如抚摸头部、

轻拍肩膀等，来消除患儿的陌生感，稳定患儿的情

绪。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强与其家属的沟通，将疾病

的起因、治疗方式、注意事项等一一为其详细讲解，

并在每一项护理操作前告知其目的及必要性，以此

来提高家属的认知，提高其配合度[11-16]。②饮食护

理，在疾病影响下，患儿常会出现食欲不振等现象，

而这也对治疗效果的提升造成较大影响，对此护理

人员还应当在家属配合下根据其情况以易接受的方

式给予其营养支持，并为其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结

构方案，尽量以高营养清淡为主，多食用新鲜蔬菜

水果，补充维生素以及各机能所需，切实提高其免

疫例。③病情护理，在患者治疗期间还应当密切关

注其临床症状表现及各指标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

常需及时展开处理，最大程度降低对患者的影响，

同时结合患者病情对护理方案进行适当调整，保证

其相符性与可行性[17-19]。④舒适度护理，环境的良

好性与患儿的康复效率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还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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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内温湿度调节工作，并定期开窗通风，保持病

房内空气流通性，降低感染等问题的发生，确保患

儿处于良性呼吸状态，及时做好清洁消毒工作。与

此同时对于患儿存在鼻塞、咳痰现象时，还应当及

时做好分泌物清除工作，保持其呼吸通畅性，降低

不适感，其次还需做好咽部护理工作，并采取雾化

方式来减轻咽部红肿化脓等问题[20,21]。最后对于发

热患儿，可采取冰敷、枕冰袋等物理方式展开降温

处理。 
综上所述，患儿群体因身体机能相对较弱，较

易受到外界各因素的影响，在治疗期间会出现反复

发作的情况，对此就需要在明确患儿病情的情况下

展开针对性治疗，并配合全面护理来控制患儿病情，

促进其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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