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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小儿肺炎的护理方法进行探析，同时对护理效果进行分析。方法：将 2018 年 6 月到 2019 年 6 月在我院儿科接受住院的肺

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共计 90 人，将其划分成两组，一组是对照组，共计 45 人，另一组是实验组，共计 45 人。在对照组中，将儿科

常规护理方法进行应用，在实验组中，以常规护理为依托，对其进行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成效。结果：从疗效来看，实验组与

对照组进行比较，前者好一些，P 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护理满意度来看，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前者好一些，P 值小于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将优质护理方法进行应用，能使小儿肺炎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使家属的满意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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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儿肺炎，就是由不同病原体和其它因素产生的肺部疾

病。对于肺炎来说，这是婴幼儿时期最多见的疾病之一，春夏秋冬

都会出现，同时也是婴儿时死亡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疾病，总会同

时与发烧、咳嗽、气喘等发作。因为患儿年龄太小，同时这一疾病

也较为严重，所以，在临床护理过程中，要将科学、合理的护理措

施有效制定。对于优质护理来说，其是以患儿为核心，以患儿健康

的实现为目标，对患儿的生理、心理等不同因素全面考虑，从而将

全方位的、系统化护理服务向患儿进行提供。本文以 2018 年 6 月

到 2019 年 6 月我院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护理策略进行

分析，现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8 年 6 月到 2019 年 6 月在我院儿科接受住院的肺炎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共计 90 人，将其划分成两组，一组是对照组，

共计 45 人，其中男患儿 27 人，女患儿 18 人，年龄在 4 个月到 10

岁之间，平均年龄是 2.8 岁到 5.8 岁之间。另一组是实验组，共计

45 人，其中男患儿 25 人，女患儿 20 人，年龄在 3 个月到 11 岁之

间，平均年龄在 3.4 岁到 6 岁之间。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等上的

P 值大于 0.05，没有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在对照组中，将儿科常规护理方法进行应用，例如入院告知、

基础护理等。在实验组中，以常规护理为依托，对其进行优质护理，

主要是： 

1.2.1 良好的病房环境 

护理人员将安静、卫生的病房环境向患儿进行提供，定时打开

窗户通风，使病房中的空气得以流通。将病房的湿、温度进行控制，

温度在 18 摄氏度到 22 摄氏度间，湿度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同时，

及时更换床单，使杂物等对患儿的刺激得以避免。 

1.2.2 吸氧护理 

对于肺炎患儿来说，其总会有缺氧的情况，通常来说要提供鼻

导管，供患儿吸氧，氧流量保持在每分钟 0.5 升到 1 升。针对严重

缺氧的情况，要将面罩提供，氧流量保持在每分钟 2 升到 4 升。针

对出现发绀情况的患儿，要快速用氧治疗，使缺氧情况得以减缓。

在吸氧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对鼻导管通畅性进行检查，对患者的心

率、呼吸等进行监测。 

1.2.3 呼吸道畅通 

因为分泌物太多，肺炎患儿出产生阻塞呼吸道情况，有可能会对

生命产生影响，所以，护理人员必须使呼吸道保持畅通，及时将呼吸

道进行清理，调整患儿的体位，从而便于排出痰液等。倘若病情允许，

可以进行体位引流，再配合拍背，利用重力等作用排出痰液。针对痰

液粘稠的患儿来说，可以进行雾化，从而将粘痰进行稀释。 

1.2.4 饮食护理 

由于肺炎患儿会出现胃功能紊乱的情况，会对营养的吸收产生

影响，所以，要对其进行饮食护理，将高热量、高蛋白等食物向患

儿进行提供，使充足的营养得以保证。同时，患儿要少吃多餐，不

可以食用油炸等食品，针对进食难的患儿，可以给予鼻饲，此外还

要保证饮水量。 

1.2.5 心理护理 

因为患儿年纪太小，而且肺炎这一疾病又较为严重，使得患儿

会出现哭闹等情况，护理人员要强化患儿的心理护理。护理人员要

与患儿和蔼、亲切的交谈，使患儿能够对治疗给予配合，利用拥抱、

安慰等方式使患儿平静下来，使患儿的害怕、恐惧心理得以消除。

此外，护理人员还可以利用奖励等手段对患儿进行引导，使他们能

够更加勇敢。 

1.3 统计分析 

将 SPSS17.0 软件进行应用来处理数据，计数以百分比来体现，

实施卡方检验以及 T 检验。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 

对两组患儿的治疗成效进行观察，具体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

实验组的有效率超过 80%，对照组的有效率超过 97%，前者与后者

相比要好一些，其卡方检验结果是 5.154，P 值小于 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2.2 对比两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情况 

对两组患儿家长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情况进行调查，其结果见表

2，实验组家长的满意度是 100%，对照组家长的满意度超过 80%，

前者高于后者，其卡方检验结果是 8.87，P 值小于 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3 讨论 
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医学的快速发展，加之人们对

健康的要求日益提高，整体健康是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健康不单单

是指躯体没有疾病，同时心理也要健康。对于医院来说，这是使患

者恢复健康的关键场所，要将优质的治疗方案制定，从而使人类健

康得以推进。针对小儿肺炎来说，因为患儿年龄太小，同时病情较

为严重，家属对患儿的健康情况十分关注，同时因为不同因素，还

会出现医患纠纷的情况。所以，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一定要将科学、

合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制定。对于优质护理来说，在临床中的优越性

日益体现出来，其能够与现代化医学发展脚步相适应，可以使患者

对健康的需求全面满足，这一模式能够在临床应用中得到深入推

广。对于优质护理模式来说，其深层次的作用还需要护理人员进一

步的探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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