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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儿科肺炎护理中的应用

张文妍

吕梁市人民医院儿科 山西 033000

【摘 要】目的：探究在儿科肺炎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的实际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对象选取自本院儿科自 2018 年 8 月至

2019年8月期间收治的112例患有肺炎的患儿，按照收治时间的不同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56例，实施临床常规护理模式即可）、

观察组（56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对比两组的护理后的治疗效率以及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后显示，观察组的护理后的治疗有效率和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均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两组数据间均具备统计学意义。结论：在患有肺炎的儿科护理中实施优质护理的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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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将终末气道、肺间质以及肺泡出现的炎症称为

肺炎，常见的可能导致肺炎的因素有理化因素、疾病因素、

过敏、免疫损伤以及药物等 [1]。小儿肺炎疾病初期临床主

要表现为刺激性干咳，继而咳痰中会出现血丝或呈白色粘

液状，经过 1-2 天后，可能咳出带有粘液血色或呈铁锈色

的痰液，疾病进入消散期痰液会明显增多，并且呈稀薄黄

色，患儿会感到剧烈的侧胸疼痛感，常呈针刺样，疼痛感

会伴随深呼吸和咳嗽加重，甚至会放射至腹部和肩部 [2]。

本次研究为了进一步提升小儿肺炎的治疗效果，将对护理

工作进行进一步优化，提升护理质量，并探究优质护理对

治疗效果的影响，现将成果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自本院儿科自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112 例患有肺炎的患儿，按照收治时间

的不同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各 56 例。其

中对照组男 30 例、女 26 例，年龄 3-15 岁，平均年龄为

（6.37±3.19）岁；男 29 例、女 27 例，年龄 2-14 岁，平

均年龄为（6.49±4.17）岁。经对比发现，两组一般数据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对照组患儿实施临床常规护理模式即可；观察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具体内容包括：（1）提

供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护理人员应确保病房空气清新、

光线适宜和安静的良好环境，患儿所处的病房的温度保持

在 22-26℃是最适宜的，环境湿度保持在 15-60% 即可，缓

解患儿紧张、恐惧等情绪，协助患儿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

护理人员在夜间工作时尽量动作轻缓，确保患儿有良好的

睡眠环境和质量；（2）病症针对护理：如果患儿的咳痰

情况较为严重，可根据患儿的病情需要协助患儿排痰，帮

助患儿翻身，对于高热消瘦的患儿要加强褥疮护理，注意

保护患儿的皮肤，同时加强对患儿病情变化的护理工作，

密切关注患儿的生命体征变化。如果患儿出现呼吸困难、

精神萎靡、气急加剧、惊厥、昏迷、心率加快等等情况，

应及时告知医生协助采取必要措施；（3）心理护理：经

常与患儿保持沟通，主动为其提供图书等消除患儿对陌生

环境的戒备和恐惧感，并与患儿家属积极沟通，对于家属

提出的问题要耐心细致的回答，建立良好的、互相信任的

医患关系，营造轻松的环境；（4）饮食护理：患儿日常

饮食应注意使用富含维生素高热量易消化的清淡类食物，

为特殊的患儿提供针对性饮食指导，例如食物温度、营养

搭配等；（5）排泄及体位护理：对于失禁的患儿要注意

及时更换患儿衣物和床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协助患儿

摆放舒适的体位，如果条件允许可指导患者在床上进行适

当的肢体功能的锻炼；（6）健康宣教和用药护理：在患

儿住院期间，护理人员要根据患儿的情况向其家属进行相

关知识的健康宣教，指导家属如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增强

患儿的机体抵抗力，日常如何有效预防疾病等；由于临床

治疗肺炎经常采用综合治疗的方式，因此不可避免会有药

物治疗，在用药方面，严遵医嘱用药，护理人员在给药前

一定严格遵照三查八对的原则，坚决杜绝用药差错的情况

出现，之后严密监测患儿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 [3]。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护理后的治疗有效率（显效：患儿的侧胸

疼痛感等临床症状彻底消失或基本消除；有效：患儿的临

床症状有所缓解；无效：患儿的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

有加重的迹象）以及患儿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全部数据通过 SPSS22.0 软件处理完成后，使用x±s
表示所有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所有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中的意义使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后显示，对照组

中显效的 30 例（53.57%）、有效的 13 例（23.21%）、无

效的 13 例（23.21%），总有效率 76.79%；观察组中显效

的 45 例（80.36%）、有效的 9 例（16.07%）、无效的 2
例（3.57%），总有效率 96.43%，观察组的护理后的治疗

有效率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X2=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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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护理工作实施结束后，采用调查问卷的形

式收集患儿及其家属的护理满意度，调差显示，对照

组中对护理工作表示不满意的 15 例（26.79%）、满意

的 20 例（35.71%）、 非 常 满 意 的 21 例（37.50%）， 满

意率 73.21%；观察组中对护理工作表示不满意的 0 例

（0.00%）、 满 意 的 5 例（8.93%）、 非 常 满 意 的 51 例

（91.07%），满意率 100.00%。两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

X2=7.125）。

3 讨论
小儿肺炎是小儿群体中常见的疾病，也是临床中较为

常见的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之一，轻度疾病症状主要表现为

气促、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等，重度疾病症状主要表现

为循环系统症状、消化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神经系

统症状和酸中毒等，临床较为常见的治疗原则主要是应用

现有的消炎药物消灭病原菌，常见的治疗方式有对症治疗

（化痰、止咳、吸氧）和药物治疗（抗病毒治疗和抗生素

治疗）两种，研究表明，在治疗的过程中实施科学院有效

的优质护理，能够显著地为患儿尽快恢复健康提供积极的

影响 [4]。

本次研究中采用的优质护理服务是一种以病人为中

心，在强化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全面落实了护理责任制，

提升护理专业内涵和服务意识，达到整体服务质量和水平

的目的。另外优质护理主要通过环境护理、病情实时监控、

体位护理、心理护理、健康宣教、饮食护理以及用药护理

等 [5]。本次研究中将 112 例患有肺炎的小儿患者随机分组

后实施不同的护理方案，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护理效果和护

理满意度要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数据差异显著，说明优质护

理的护理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通过

心理、环境等全方面为患有肺炎的小儿患者提供优质的护

理服务，可有效缓解患者病情，并提升治疗和护理效果，

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综上所述，在患有肺炎的儿科护理中实施优质护理的

效果显著，在显著提升护理质量的同时还能有效提升患儿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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