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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于支气管肺炎患儿肺功能的影响
罗雪 

（凉山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儿科） 

【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支气管肺炎患儿开展优质护理后对肺功能的影响。方法：在我们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支气管肺炎患儿中选取 24 例，

利用“随机抽签法”区分组别，可以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包含患儿 1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优质护理，观察两组患儿肺

功能指标及其家属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各项肺功能都比观察组优异，对照组家属满意度比观察组低，相互之间差异都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支气管肺炎患儿开展优质护理，能够改善患儿肺功能相关指标、提高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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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支气管肺炎作为一种比较多见的感染性疾病，发病

率比较高的年龄段是小于 2 岁的婴幼儿。疾病发生原因大多数是由

于细菌、肺炎支原体、病毒感染，临床表现主要有咳嗽、呼吸急促、

发热等等，如果治疗不够及时，患儿就会发生呼吸困难现象，严重

威胁患儿生命健康。积极治疗疾病很关键，有效的护理措施也是非

常重要的。本次主要探究支气管肺炎患儿开展优质护理后对肺功能

的影响，现将探究分析结果呈现如下。 

1.资料及其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们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支气管肺炎患儿中选取 24 例，利

用“随机抽签法”分成两个小组，其一对照组，其二观察组。对照

组：常规方法护理，患儿 12 人，其中男 5 人，女 7 人；观察组：

优质护理，患儿 12 人，其中男 7 人，女 5 人。在统计学上，两个

小组患儿数据资料差异没有意义（P＞0.05），可以一起比较。排除

标准：对于患有先天性疾病的患儿不可以参与本次探究。所有患儿

家属都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患儿疾病情况、按时测量体温、遵医

嘱输液。 

观察组：优质护理，具体步骤如下： 

（1）开展责任制护理：针对每个患儿制定护理计划。

（2）降温护理：针对发热患儿应该按时测量体温，并且实施

降温措施。若是患儿体温大于 38.5℃，应用物理降温方法，用酒精

在其腋窝、腹股沟位置进行涂擦，知道家长多为患儿喂水。必要的

话，也可以应用药物进行降温。 

（3）预防红臀：可以应用紫草油及其屁屁乐。

（4）健康教育：开展健康教育小课堂，组织患儿家长听课，

为其讲解小儿支气管肺炎疾病相关知识，解答家长的疑惑，以便家

长能够合理地照顾患儿。 

（5）心理护理：患儿由于临床症状经常会哭闹，护士可以拿

一些小玩具吸引患儿注意力，并且安抚其情绪。另外，家长照顾患

儿难免产生焦虑情绪，护士应该与家长进行沟通，消除其消极情绪。 

（6）输液护理：由于患儿需要经常输液，使用 24G 陀人牌留

置针，为了预防使用留置针输液的并发症，留置针应该 3 至 5 天更

换 1 次，经常观察输液部位，如果发现周围皮肤红肿，及其拔出留

置针；对于发生静脉炎患儿，可以应用硫酸镁进行湿敷，发生液体

渗漏时，应用赛肤润液体敷料或者生理盐水进行湿敷。 

（7）排痰护理：对于患儿口腔和呼吸道的分泌物，应该做到

及时清理，避免痰液积聚。若是患儿呼吸道分泌物比较多，要为其

进行排痰，可以通过叩背方法促进患儿痰液的排出。 

（8）雾化吸入护理：若是患儿痰液黏稠、量大，可以应用雾

化吸入方法进行护理，患儿在雾化吸入前应该保持口腔清洁。 

1.3 指标 

观察肺功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用力呼出气体容量、最高

呼气流速；家属满意度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来统计，满意度满分 100

分，＞60 满意，＜60 不满意，满意度＝满意人数/单组人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分析，用（ x ±s）表示计量资料，t

用来检验，计数资料应用%表示，c²用来表示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2.结果
2.1 两组肺功能指标对比

观察组比对照组肺功能指标优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1 所示。 

表 1：两组肺功能指标对比结果 

组别 人数 用力肺活量 用力呼出气 

体容量 
最高呼气 

流速 

对照组 12 2.05±0.41 2.72±0.61 1.71±0.36 
观察组 12 2.63±0.39 3.86±0.72 2.38±0.52 

t - - - 3.670 
P - - - 0.001 

2.2 两组家属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家属满意度 100%（12/12）比对照组家属满意度 58%

（7/12）优异，有统计学差异性，（c²=6.316，P＜0.05）。 

3.讨论
根据临床结果统计，在小儿呼吸道疾病中，支气管肺炎是比较

常见的[1]。优于小儿气管、肺部发育还不成熟，没有较好的防御能

力，呼吸道黏膜分泌物不多，所以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等病原体侵

入，导致感染的发生[2]。对于支气管患儿的治疗改善肺功能是及其

关键的一步，护理措施的应用能够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对提高治

疗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对本次结果分析，对照组常规方法护理下，患儿肺功能指标、

家属满意度比观察组差，观察组优质护理下，患儿肺功能指标、家

属满意度优于对照组，两个小组数据存在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与 P＜0.05 相符合。优质护理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方法，通过为每例

患儿制定护理方案，让所有患儿都能得到良好的护理，从降温、预

防红臀、健康教育、心理护理、输液护理、雾化吸入、排痰护理等

一系列护理措施，让患儿体会到全面的护理服务，提高了护理效率。 

综上所述，支气管肺炎患儿开展优质护理后，肺功能得到了良

好改善，减轻了患儿的痛苦，提高了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优质护

理是一种有效的护理模式，值得被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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