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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在支气管哮喘患儿急诊护

理中的干预效果分析

吴梦蝶 谭敏敏通讯作者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科技大学医院 430074

摘要：目的：研究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在支气管哮喘中的效果。方法：2021.3-2022.10，选择我院

64例支气管哮喘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对

比护理效果。结果：比较两组不良反应持续时间、家属满意率、肺功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支气管哮喘采取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时效果显著，改善临床症状，也能降低急性发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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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dures on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From 2021.3-2022.10, 64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took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standard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ss, and compared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duration of adverse reactions,
satisfaction rate of family members and lung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standard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dure of bronchial asthma can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acute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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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支气管哮喘是儿科中非常常见的疾

病。作为一种呼吸道疾病，该病的病因是呼吸

细胞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非特异性气道反应

的形成，使气道持续发生炎性疾病[1]。目前，儿

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表现多为胸闷、咳嗽、支

气管哮喘，而这些症状是不可逆转的。当病情

严重时，还容易导致儿童死亡，对其身心健康

构成极大威胁。在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治疗中，

药物干预是目前的主要方法，而常规药物治疗

效果不显著。因此，必须采取专业护理措施，

提高患儿的依赖性[2]。通过有效的护理，使患儿

及其家属能够深入了解疾病的特点，并在出院

后做好家庭预防工作，这对疾病的复发也具有

积极意义。本研究重点是深入探讨标准化急救

护理流程，并分析其在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的应

用价值。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21.3-2022.10，纳入我院 64例支气管哮喘

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男女之比为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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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3~12岁，平均（7.04±0.14）岁；对照组男

女之比为 26:17，年龄 17~15岁，平均（7.42±0.23）
岁。比较性别、年龄无差异，P>0.05。
1.2方法

对照组选择优化环境、疾病护理等常规护

理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合理搭配患儿饮食，指

导基础运动。

观察组采取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1）接

到呼救电话后迅速反应，5分钟内安排救护车到

达现场，在车辆到达前立即通过电话等通信设

备联系患儿家属，了解患儿当前身体状况，并

对患儿实际症状进行简单评估，作为初步诊断

的依据。同时，根据护理人员的提示，引导家

属进行第一次基本抢救，如保持患儿平躺不动，

头朝上，不要随意晃动患儿身体。帮助他们清

除口腔中的呕吐物。(1）医院在入院初期，需要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护理团队，在团队中安排专

业的护理人员，对所有成员进行护理相关知识、

护理所涉及的方向和内容的培训，提高护士的

护理能力，确保人员素质满足护理需求。(2）团

队成员选定后，将参与护理工作。在护理过程

中，需要加强护患之间的沟通。考虑到大多数

患儿到医院治疗时还是婴儿，处于一个陌生的

环境中，他们的内心紧张和恐惧普遍非常强烈。

因此，在这个护理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但也不能在沟通上过于死板，可以

选择更轻松的方式。例如，玩具和糖果可以作

为激励，降低儿童的警惕性，更好地与护理人

员沟通。同时，在护理过程中，对于一些有沟

通困难的患儿，可以作为家庭成员与家人沟通，

解释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原因，观察病情，让家

庭成员更深入地了解病情，有助于减少护患冲

突的发生。(3）在护理过程中，为改善支气管哮

喘患儿的呼吸状况，可在护理过程中特别要求

进行呼吸相关的培训。对于支气管哮喘患儿来

说，呼吸方式对他们的病情有很大的影响，所

以安排护士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呼吸方式的培训

是很重要的。但考虑到有些孩子年龄比较小，

护理人员表达的内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所以

护理人员可以在护理过程中手拉手进行教育，

比如给孩子示范，耐心分解每个动作，直到孩

子完全学会。(4）确保病房内卫生、清洁。同时，

要教会孩子正确地吐痰。因为支气管哮喘的病

因与细菌感染密切相关，多与空气污染有关。

因此，在住院期间，要保证病房的空气流通。

当孩子想咳嗽、吐痰时，护理人员可以教他们

正确的咳嗽方式，把痰液吐在桶里，吐完后对

口、手进行消毒，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5）
支气管哮喘患儿饮食要均衡合理。一方面，为

他们提供高蛋白食物是必要的，同时防止过量

的食物摄入。在维持孩子营养的过程中，尽量

减少对孩子喉咙的刺激，从而减轻他们的咳嗽

症状。对于患有支气管哮喘的儿童来说，该病

的临床发病率非常高，尤其是儿童。因为他们

自身的生理功能还不够成熟，他们的鼻保护能

力较差，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也较弱，所以很

容易发生支气管哮喘。另外，考虑到孩子自身

的心理、环境、运动等因素影响较多，很容易

诱发支气管哮喘。支气管哮喘发生后，支气管

哮喘发作急性，易复发。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

糖皮质激素治疗，可有效控制患儿病情。但考

虑到患儿年龄小，自身治疗协调性低，严重影

响治疗效果。对于支气管哮喘患儿，合理的护

理可以规范其治疗和用药行为，也可以显著提

高其对治疗的依赖性，进一步达到治疗支气管

哮喘的目的。

1.3观察指标

症状内容为肺鸣音、呼吸困难、气促、咳

嗽；由护理人员记录两组患儿的症状持续时间。

家属满意率指标为满意：家属十分配合此次护

理，满意率极高；一般：护理结束后提出参考

建议；不满意：护患间发生冲突。肺功能指标

以肺功能检测仪检测，对比 PACO2、PAO2、PEF、
FEV1指标[3]。

1.4统计学分析

以 SPSS20 处理，计量资料以
2x 检验、%

表示，计数资料以 x s± 表示，t 检验。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2.1不良反应持续时间对比

观察组的不良反应持续时间低于对照组，

数据有差异，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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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良反应持续时间对比（ x s± ，d）

组别 n 肺鸣音 呼吸困难 气促 咳嗽

观察组 32 3.15±0.23 1.21±0.25 0.61±0.04 2.35±0.24

对照组 32 5.76±0.54 3.63±0.42 1.87±0.25 4.65±0.84
2x \ 28.767 31.987 32.247 17.04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2家属满意率对比

护理后对比两组家属护理满意率，观察组为 96.88%、对照组为 81.25%，对比差异明显（P<0.0
5）。见表 2。

表 2 家属满意率对比（
2x ，%）

组别 n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家属满意率

观察组 32 13（40.63） 11（34.38） 7（21.88） 1（3.13） 31（96.88）

对照组 32 12（37.50） 9（28.13） 5（15.63） 6（18.75） 26（81.25）
2x \ 0.066 0.291 0.410 4.010 4.010

P \ 0.798 0.590 0.522 0.045 0.045

2.3肺功能对比

观察组肺功能与对照组差异明显，数据具有可比性（P<0.05）。见表 3。

表 3肺功能对比（ x s± ）

组别 n PaCO2（kPa） PaO2（kPa） PEF（%） FEV1（%）

观察组 32 6.29±1.02 7.69±1.82 58.23±18.61 6.32±1.53

对照组 32 7.53±1.14 6.42±1.65 49.75±13.29 7.15±1.57
T \ 5.316 3.390 2.432 2.483

P \ 0.000 0.001 0.017 0.015

三、讨论

目前，支气管哮喘患儿的护理措施在临床

应用较多。例如，在建立医生指导下的良好护

理时，就需要实现儿童、家庭和护士之间的合

作。一方面，护士需要对病人的病情有深刻的

了解。在进行护理时，需要结合不同患儿的心

理状况，实施护理方案。此外，护士还需要做

好心理护理等方面的干预工作，以确保一系列

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4]。在实施过程中，还应充

分考虑幼儿的因素。在护理方面，可以减少口

头宣传教育的次数，可以用宣传册、幻灯片、

多媒体等形式进行讲解，让孩子了解治疗的重

要性，纠正过去孩子及其家人对儿童支气管哮

喘的认知误区，这对他们未来的自我护理的建

设非常重要[5]。此外，在进行护理时应加强对儿

童心理状况的评估。特别是许多儿童有明显的

负面情绪，因此在接受护理和治疗时依赖性较

低，表现出较强的抵抗力。细致的心理评估可

以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制定良好的护理对策，

也可以更好地疏导他们的躁动，让他们积极配

合护理，建立良好的心态。最后，针对儿童支

气管哮喘的护理和保护，制定健康档案，根据

不同儿童的病情合理筛选健康档案，定期通知

儿童去医院检查，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有效控制支气管哮喘发作

次数[6]。

本研究比较两组患儿不良反应持续时间、

家属满意率及肺功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选择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措施时，

这一护理内容在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中是

非常明确和详细的[7]。如果患者能够在第一时间

尽快展开相应的急救措施，那么将会提升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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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后续救治效果。在护理期间，患儿及其家

属对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认知明显提高，对治疗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也有清晰的认识，

使其在后续医疗护理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依赖

性，并积极配合护士的工作[8-9]。因此，孩子和

他们的家庭的满意度都有明显的提高。而且，

通过良好的护理，儿童及其家庭自我护理能力

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专业的护理对疾病

的特点、病因、治疗方案、家庭自我护理措施

都有详细清晰的宣传。此外，讲座以视频等多

种形式进行，更容易让孩子和家长接受。即使

是一些意识较低的家庭，也可以通过精心的护

理，明确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因此，出院

后的随访有利于防止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复发，

对疾病的康复有积极意义[10]。可见，在整个护

理过程中，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模式从人文的

角度充分理解了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更具针

对性。

综上所述，标准化急救护理流程对支气管

哮喘患儿的效果显著，改善了临床症状，减少

了急性发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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