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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治疗作为一种气溶胶吸入疗法在临床中得到了

广泛的运用，尤其在儿科中成为用来治疗小儿肺炎的重

要手段。该治疗方法是将溶液或是粉末状的药物采用雾

化的装置，将其分散成微小的雾滴或是微小的颗粒，从

而使其扩散并分布到气体中，通过气流然后进入到患儿

的呼吸道及肺内部，有效地将呼吸道内的病毒素进行清

除，能够帮助排痰和杀菌，还能起到消炎的作用。肺炎

在儿科中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且属于难以治愈的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类型，其发生原因主要是流行性感冒出现发

烧的症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导致肺部出现炎

症或是肺结核等。该病对小儿产生的影响较大，而采用

雾化治疗的方法能够发挥出较快的效果，将药物直接传

送到呼吸道及肺部，对气管面组织进行湿润，有效地将

病菌杀灭，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但在雾化操作中，由

于患儿较小往往存在恐惧、焦虑的心理，呈现出的不良

心理会越来越复杂，导致治疗效果受到影响。本研究对

影响小儿雾化治疗的心理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并总结了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1　具体的心理影响因素及分析

患儿在治疗前对于护理工作有较高的要求，因为他

们对于陌生的事物、人物、环境都有强烈的陌生感，且

会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心理。医院的环境冰冷、嘈杂，患

儿在陌生的环境下就诊不愿意去配合，再加上患儿本身

受到疾病的影响，在身体上呈现出不适感，从而导致在

治疗过程中哭闹、烦躁。在进行机械操作时患儿本能地

会表现出恐惧的心理，这就导致患儿在接受雾化治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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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不良的心理呈现出来，也增加了治疗与护理的难度，

从而影响到治疗效果。而具体的心理影响因素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治疗环境的影响

婴幼儿对于外界的环境及各种因素有较高的敏感度，

他们的心智尚处于发育的阶段，对于成年人的依赖性较

强。大部分的婴幼儿进入到医院，看到医生就会哭闹。

医院的环境十分嘈杂，患儿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

的都是陌生的面孔，无形中就增加了他们的抗拒及恐惧

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曾经有过就医经历的患儿，他们

对于上次治疗的恐惧仍存在一定的记忆。再加上医院阴

冷的环境，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整体上会给人

一种不适感，尤其对于心智发育不全的患儿不适感更加强

烈。以上因素都会导致患儿不能很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操

作，在进行雾化治疗操作时患儿会出现抗拒的心理，加上

雾化设备对于呼吸调节有一定的要求，患儿在治疗中很难

达到最佳的治疗状态，从而对治疗效果造成不良影响。

1.2 家长焦虑紧张的心理辐射影响

大多数的父母在患儿就医过程中往往表现出焦虑的

心理，他们对于患儿所患疾病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了

解治疗及护理方法，再加上患病期间患儿的抵抗力明显

下降，一旦患儿患病后家长就表现出强烈的紧张感，希

望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也期望患儿在治疗中能够

减少痛苦。雾化治疗对于小儿肺炎有明显的效果，其在

该病的治疗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而作为家长对于小儿

雾化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对于雾化疗法也不熟悉，也对

治疗效果产生怀疑的心理。另外，患儿在治疗中很难配

合操作，在药物吸收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咳嗽、气喘的情

况，家长见状后就会对治疗效果更加怀疑，因此焦虑紧

张的心理更加突出。家长的这种不良心理又会辐射到患

儿身上，增加了他们的焦虑恐惧感。

1.3 患儿恐惧心理的影响

有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患儿在治疗前就会对医院

陌生的环境产生抗拒及恐惧的心理，除此之外，雾化治

疗本身也会让患儿心生恐惧感。雾化医疗设备有冰冷的

触感，一旦接触到患儿会使其有本身的反应，产生恐惧

的心理。同时在进行药物传送的过程中需要患儿保持顺

畅的呼吸，而疾病的影响会导致患儿的呼吸道受到干扰，

再加上气管狭小，雾化产生大量的药物，婴幼儿本就不

适宜于雾化治疗，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导致其出现胸闷、

咳嗽、气喘的现象，从而引发了患儿哭闹，不配合操作，

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雾化治疗效果。

2　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方法

在对患儿进行雾化治疗的过程中，护理工作的重点

就是做好患儿的安抚，让他们的抗拒及恐惧心理得以缓

解甚至消除，赢得患儿的配合，使其能够以最佳的状态

来接受雾化操作。只有患儿保持更加安静的状态，才能

有效地促进药物很好的吸收，让药物能够有效地扩散，

从而保证治疗效果 [1]。

2.1 营造良好的环境

患儿在接受治疗期间对于医院的陌生环境一直会有

恐惧感。因此，应对患儿的病房进行良好环境的营造，

布置出具有卡通特色的病房，建造出专门的患儿治疗与

护理的场所。可将病房内的墙面刷成带有颜色的，并绘

制出患儿喜欢的卡通漫画，病房内的基本设施都增加卡

通元素，这有利于释放患儿的天性，使其对病房环境的

感受有一定的改变，从而喜欢上病房环境，消除了对陌

生环境的抗拒及恐惧感 [2]。患儿的心理放松下来就会主

动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操作，在呼吸上会更加顺畅，也有

利于缓解雾化治疗中产生的不良反应。

2.2 提高医护人员的护理水平

对于患儿来说，医护人员是非常可怕的，他们的打

扮及护理操作都会给患儿带来不适感。因此，面对婴幼

儿护理人员应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对患儿要和蔼，说

话的语气要柔和，护理操作要轻柔。虽然患儿的心智并

不成熟，但对于善恶行为还是有一定分辨能力的。医护

人员的行为语言能够向患儿传达出善意，让患儿不再抗

拒，这就是引导患儿接受雾化治疗的关键一步 [3-5]。在对

患儿进行雾化操作时，医护人员应对药物的吸收情况进

行密切的观察，一旦患儿有不适感出现时应对其进行安

抚，并停止对药物的输送，防止患儿出现窒息的情况，

有利于保证药物的吸收 [6]。

2.3 做好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

在进行雾化治疗的过程中，家长往往会表现出过度

的紧张和焦虑，究其原因就是对于雾化治疗方法缺乏深

入的了解。因此，医护人员在对患儿进行安抚的同时还

要向家长进行宣传，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做好家长的

宣传工作，包括小儿雾化治疗的适用范围、产生的实际

效果。同时，将患儿的病情告知家长，使其清楚小儿雾

化治疗与传统的口服药物及输液比较存在很大的优势 [7]，

让家长知道采取雾化治疗的原因及在治疗期间需要注意

的问题，以及患儿在治疗中可能出现的不适感及不良反

应等。告知家长应如何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操作，怎

样去调节患儿的体位以减轻他们身体上的不适感。家长

对于雾化疗法的信任，会使得小儿雾化治疗的难度降低

很多，取得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8，9]。

2.4 优化治疗方法

传统的患儿治疗方法，尤其是输液会给患儿带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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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强烈的疼痛感，且在治疗中需要较长的时间，患儿的

耐性有限度，长时间的输液治疗会让他们更加烦躁，从

而拒绝治疗。而雾化治疗方法引入后能够有效缓解患儿

的呼吸道症状，对于呼吸道感染疾病有很好的效果，而

且在婴幼儿患者配合治疗的情况下，其不适反应是极轻

微的。但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患儿对于雾化医疗设备的

抗拒感，可制作出专门适应于小儿的雾化器械，改变器

械的颜色，可将吸入装置改为奶嘴的形状，降低药物的

输出量 [10，11]，尤其是初始输出量，先让婴幼儿慢慢使用

药物的输入，而且需要设置药物输入量控制系统，以防

患者中途出现不适需停止治疗。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可随

时对患儿的治疗状态进行调整，以保证药物能够得到很

好的吸收，提高治疗效果 [12，13]。

2.5 雾化前后具体的护理干预措施

首先，在为患儿实施雾化操作之前应给予其常规性

的基础护理措施，包括观察并掌握患儿的病情变化情况，

保持呼吸道通畅，为患儿提供更加舒适整洁的治疗环境，

在饮食上对家长进行会指导，强化对患儿及其家属的健

康教育 [14，15]。向患儿家属介绍疾病的具体情况，如发病

原因、诱发因素、采取的治疗方法、达到的效果等，让

家属能够配合多鼓励患儿，提高治疗依从性。在进行雾

化治疗前配好雾化药物，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哭闹的患

儿应尽量与其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并让家属多给予患

儿支持和鼓励，减轻患儿对治疗的畏惧感。其次，在雾

化吸入期间应掌握好对患儿的用药，包括使用药物的种

类、剂量及给药方式 [16]，观察患儿的呼吸频率、心率的

变化情况，一旦患儿出现躁动的情况要立马停止给药，

做好对症处理。再次，雾化吸入后对患儿的体位进行相

应的调整，轻拍背部，并对患儿进行洁面。另外，出院

后时对患儿及其家属进行指导，并邀请家属进入到微信

群，方便与家属进行沟通，跟踪患儿的病情，并及时为

家属提供护理服务 [17]。

3　小结

雾化疗法在小儿肺炎中是有效的方法，而在具体的

治疗应用中患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恐惧、紧

张、烦躁的心理，甚至有些患儿不能很好地配合，导致

治疗效果受到影响。影响因素包括陌生的治疗环境、家

长紧张心理辐射的影响、患儿自身的恐惧心理等，多个

因素都会影响到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因此，医护人员应

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为患儿营造舒适的治疗环境，做

好雾化治疗的宣传工作，优化治疗手段，从而最大限度

地保证药物的吸收，提高雾化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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