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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细节护理对小儿支气管炎临床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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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细节护理对小儿支气管炎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 2018 年 8月 -2019 年 8月我院收治的 54例小儿支气管

炎患者为对象，结合不同的护理方式分组，分别进行的是常规护理和细节护理，护理干预后总结效果。结果 :分析和对比具体的护

理结果，干预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分别是 90.4% 和 66.7%。干预组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等少于对照组，数据分析具

备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针对小儿支气管炎的患者实施细节护理方式，整体上有一定的优势，可满足患者的自身需求，

值得实施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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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炎是当前常见的一种急性呼吸道疾病，主要是

由于流行性感冒等细菌和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并发症，直接对

日常生活产生异常影响。针对小儿支气管炎的特殊性，在临床

治疗中需要辅助对应的护理指导，促进患者的恢复。细节护理

方式以患者为中心，在整个护理指导中必须明确落实各项护理

内容，细节护理方式以患者为中心，医护人员必须掌握各项护

理的基本要求，只有严格按照流程和要求实施护理，才能达到

理想的结果。为了分析节护理对小儿支气管炎的临床效果，选

择54例小儿支气管炎患者为对象，分组后实施不同的护理方式，

总结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54 例小儿支气管炎患者为对象，结合不同的护理方

式分组，分别进行的是常规护理和细节护理，两组均 27 例。

对照组的男女比例是 14:13，年龄区间 0.7-4 岁，平均年龄

2.25±0.14岁。干预组的男女比例是15:12，年龄区间在0.8-4

岁，平均年龄 2.68±0.28 岁，对比两组案例的基本资料可知，

无明显的差异（p＞ 0.05），可以对比和分析。

1.2 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的患者进行的是常规护理方式，告知

患者家属基本注意事项，家属需要陪在身边，辅助患者配合接

受护理。

干预组的患者实施的是细节护理方式，如下：

1.2.1 健康指导

在实施中组织家属定期开展健康知识的教育讲座，讲解小

儿支气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症状等，必要的情况下对家属

实施一对一的指导。健康指导方式的落实符合临床护理需求，

需要合理实施。

1.2.2 基础护理

针对疾病的特殊性，在整个阶段可采取基础护理指导，对

患者的血压、脉搏和体温等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出现发热的现

象必须结合情况选择药物。此外可实施物理降温的方式，对病

房进行清扫，保持良好的通风。

1.2.3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需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和特点等进行对应的疏导，

年龄小的患者需要家属配合，可采取听音乐的方式转移患者的

注意力。针对年龄大的患者可以进行语言沟通指导，从儿童角

度入手，让患者积极配合接受治疗，避免出现反抗的情绪。

1.3 指标分析

1.3.1 分析两组案例的治疗结果；

痊愈：患者的各项指标恢复，不存在异常反应。好转：患

者的病症好转。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趋势。总有效率指的是

痊愈和好转的人数比例。

1.3.2 对比和分析患者治疗后的各项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实验数据分析，用n表示计数资料，

用％统计计数资料，用检验计数资料，如果检验后 P<0.05 则

说明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案例的治疗结果

分析和对比具体的护理结果，干预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分别是 90.4% 和 66.7%，数据分析如表一：

表一：两组案例的总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n）  痊愈（n）  好转（n）  无效（n）   总有效率（%）

对照组 27  17   2    8      70.3

干预组 27  23   2    2      92.5

P 值 —  —   —    —      0.00

 X2 —  —   —    —      6.97

2.2 对比和分析患者治疗后的各项指标

干预组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等少于对照组，数

据分析具备统计学差异（p＜ 0.05），详细如表二：

表二：两组案例的治疗后的指标分析

组别 例数（n）    体温恢复正常时间（d）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27      3.69±0.28            8.69±0.14

干预组  27      2.01±0.25            5.36±0.17

 P 值  —      0.00            0.00

 t 值  —      7.39            9.68

3 讨论

小儿支气管炎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一般是由外界病原菌

引起的，由于患者的呼吸系统发育不成熟，鼻腔系统缺少鼻毛

的保护，器官和咽喉等比较狭窄，病原菌入侵之后，可能会出

现支气管肺炎的现象，此外小儿支气管肺炎不良影响比较大，

近些年来随着患者病情的发展，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患儿的

全体器官出现功能衰竭，因需要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1]。

在治疗中细节护理方式有突出的作用，由于年龄小，沟通

能力差，实施细节护理指导之后能促进患者的恢复。在治疗中

可以从心理护理、病情观察等方面入手，辅助对应的护理指导

之后，最大程度提升了整体的依从性，完善了护理环节和护理

过程等 [2]。

分析和对比具体的护理结果，干预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分别是 90.4% 和 66.7%。干预组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

间等少于对照组，数据分析具备统计学差异。说明针对小儿支

气管炎患者实施细节护理方式，整体上有一定的优势 [3]。

综上所述，细节护理方案可满足患者的自身要求，值得实

施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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