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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经鼻间歇正压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整体护理在经鼻间歇正压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症的干预效果研究症的干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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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整体护理对经鼻间歇正压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护理效果。方法：随机选取 2019年 8

月至 2022年 8月期间在我院收治的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共 40例，将 40例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分为两组实验组 20例和参

照组 20例。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对参照组中的患儿使用常规护理方法，对实验组的患儿使用整体护理方法，对两组呼吸窘迫

综合症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对两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患儿的不良

母婴结局显著低于参照组，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参照组，实验组患儿的氧合指标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生活质

量水平均优于参照组，呈 P<0.05。结论：经过本次研究发现，整体护理的护理效果更好，具有良好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症患儿临床护理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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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ith Nasal 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Xiaocui Xu
Tongling People’s Hospital, Anhui Tongling 244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holistic nursing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40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2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40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n=20）and a reference 
group(n=20) .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udy, the routine nursing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childre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holistic 
nursing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adverse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oxygenation indicators,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Through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holistic nursing effect is more available and has good 
clinical nursing value for children with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Key words: Holistic care, Transnasal 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是早产儿中的常见呼吸系统疾

病 [1]，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常见的临床主要表现为呼吸急

促、呻吟、发钳等症状 [2]，是急性呼吸衰竭引起的肺脏内

血管组织因液体交换功能紊乱导致的肺含水量增加，肺顺

应性降低肺泡出现萎陷通气血流比例严重失调，导致低氧

血症和呼吸困难情况的出现。若未进行及时的治疗会对患

儿的生命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 [3]。为此，我院对整体护理

对经鼻间歇正压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中的干预

效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详细报告如下。

1 1 资料和方法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本次研究活动当中，对病症的研究对象选取为我院

收治的 40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 40例，作为本次

整体护理在经鼻间歇正压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的干预效果研究对象。成立研究病例的时间段为 2019年 8

月至 2020年 8月，将 40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通

过电脑随机分组的方式，分别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其中，

纳入实验组 20例，男婴 10例，女婴 10例，日龄为 2-9d，

孕周为 38-41周，平均孕周为（38.53±2.62）岁，出生体重
为 2.8-4.2kg，平均体重为（2.80±0.45）。纳入参照组 20例，

男婴 10例，女婴 10例，日龄为 1-12d，孕周为 39-42周，

平均孕周为（39.53±2.62）岁，出生体重为 2.7-4.3kg，平均
体重为（2.70±0.45）。两组参加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
儿性别、年龄以及药物过敏等方面均无异常，未出现其它

异常现象的病情表现。对两组新生儿的基本临床资料进行

对比，组间数据不存在差异性（P>0.05）。
纳入标准：新生儿孕周均 >36周；婴儿出生后出现呼

吸急促、呻吟、发钳等症状；均为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

监护人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及相关文件。

排除标准：重症呼吸性患儿；先天畸形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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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给予参照组患儿常规护理方法，为患儿家属实施健康

知识宣传教育，使患儿家属了解该疾病形成的原因因素，

该疾病对患儿身心健康的影响，对该疾病的治疗护理措施，

在治疗中会产生哪些正常反应症状以及对该疾病实施护理

的重要性，提高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支持。积极与患儿家属

进行沟通交流，提高患儿家属的配合度和对护理工作的理

解。对患儿使用呼吸机进行双鼻塞通气，对患儿进行持续

通气。给予实验组患儿整体护理方法，第一，对患儿家属

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对患儿家属进行宣教、为家属播放健

康知识教育视频，鼓励家属提出相关疾病问题，并予以详

细的解答，从而提高家属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与治疗配合度。

第二，对患儿的生活进行护理，控制患儿所处的病室温度

于２6℃左右，维持室内湿度在 5０％，对患儿的身体以

及体温等指标进行定时的测定，维持患儿体温稳定在正常

水平范围内；对患儿采取静脉输入的方式对患儿的营养进

行支持，帮助患儿快速吸收营养；采用生理盐水对分泌物

进行清理，以轻柔的力度实施清理。第三，维持患儿有效

呼吸：对患儿的鼻塞、管路等进行有效固定，及时对患儿

的口咽、气管及鼻腔等处呼吸道中的分泌物进行清理，定

时为患儿进行翻身叩背；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患儿存在躁动、

哭闹等不良情绪影响治疗的顺利开展，护理人员给予以相

应的镇静剂。第四，对患儿的病情加强观察：定时为患儿

的体温进行检测，了解患儿是否存在肺部感染情况；记录

患儿 12ｈ呼吸出入量，维持患儿体内水电解质的平衡；密

切监护患儿的呼吸、心率及血氧饱和度等功能的具体情况，

对患儿可能存在的呼吸困难等情况实施预见性的对症处理，

保持患儿呼吸的通畅。第五，控制患儿并发症的产生因素，

有效固定治疗患儿鼻塞的管路，避免管路滑出压迫鼻梁，

定时更换消毒鼻塞，使用轻柔的动作进行更换；为患儿的

病房进行每日通风换气 2ｈ；对患儿的用品进行及时的消

毒处理；在吸痰过程中应使用轻柔的动作，每次吸痰时间

＜ 8ｓ，负压低于 90ｍｍＨｇ，避免对患儿的黏膜造成严

重的损伤，注意观察患儿痰液的颜色、性质和痰量等，严

格遵从医嘱对患儿增加吸痰次数、实施雾化吸入；备好相

应的抗生素，做好有效的感染预防措施。

1.3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给予参照组中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常规护

理方法，给予实验组中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整体

护理方法，对两组患儿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对比。对两组

患儿的不良母婴结局例数进行对比，将其中不良母婴结局

内容分为产后出血、切口感染、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

四种内容，对以上四种例数进行对比。对两组患儿的护

理总满意度进行对比，其中将护理总满意度的评判标准

内容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三种评判标准。

对两组患儿的以上两种数据指标进行对比。对两组患儿

的氧合指标进行对比，分别为 PaO2（动脉血氧分压，正

常值为 80-100mmHg），PaCO2（二氧化碳分压 ,正常值

为 35-45mmHg），SpO2（脉搏血氧饱和度，正常值为 95-

100%）；对比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鼻损伤，气

胸和肺炎。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水平，包括呼吸

功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和心理健康，满分 100分分数

越高患儿越好。

1.4统计学处理
对本次研究中的 40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的临

床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新生儿
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的治疗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及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标准差（`X±S）、t检验、

计数资料通过使用（n%）的形式进行表示，通过 X
2的使

用进行检验。以 P<0.05表示检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判
定标准。

2 2 结果结果

2.1比较两组患儿的不良母婴结局
给予实验组患儿和参照组患儿两种护理方法，对两组

而的不良母婴结局进行对比。实验组中母婴的产后出血 0

例，切口感染 1例，产褥感染 1例，新生儿窒息 0例。参

照组中母婴的产后出血 2例，切口感染 3例，产褥感染 5例，

新生儿窒息 4例。（X
2，15.0000，P，0.0001）。对两组患

儿以上数据进行对比能够显著的发现实验组患儿的不良母

婴结局显著低于参照组，只有 10%。组间数据存在差异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的不良母婴结局的对比

组别 产后出血 切口感染 产褥感染 新生儿窒息 总发生率

实验组（n=20） 0 1 1 0 2（10%）

参照组（n=20） 2 3 5 4 14（70%）

X
2

- - - - 15.0000
P - - - - 0.0001

2.2比较两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给予实验组患儿和参照组患儿两种护理方法，对两组

患儿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将护理满意度内容分为非常

满意、比较满意和不满意三种。实验组非常满意 18例、

比较满意 1例和不满意 1例。参照组非常满意 2例、比较

满意 5例和不满意 11例。（X
2，11.9048，P，0.0005）实

验组中患儿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参照组，实验组护理满

意度高达 95%。组间数据存在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组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n=20） 18 1 1 19（95%）

参照组（n=20） 2 5 11 9（45%）

X
2

- - - 1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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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 0.0005
2.3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氧合指标
护理前，两组数据无较大差异性，呈 P>0.05，护理后，

实验组患儿的 PaO2(84.24±8.21)，PaCO2（40.21±5.34），
SpO2（95.32±5.21），参照组患儿的 PaO2（74.21±8.19)，
PaCO2（44.21±5.64），SpO2（84.31±5.01），（t 3.8680 p 0.0004）（t 

2.3031 p 0.0268）（t 6.8121 p 0.0000），护理后，实验组患
儿的氧合指标优于参照组，呈 P<0.05。

2.4比较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护理后，实验组患儿产生鼻损伤 1例，气胸 0例，肺

炎0例，参照组患儿产生鼻损伤2例，气胸1例，肺炎2例，（X
2
 

10.0000 P 0.0015），实验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少于参照组，
呈 P<0.05。

2.5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水平
护理前，两组数据无较大差异性，呈 P>0.05，护

理后实验组患儿的呼吸能力（94.25±5.84），生理职能
（92.36±5.38）， 社 会 功 能（93.24±5.48）， 心 理 健 康
（95.32±5.41），参照组患儿的呼吸能力（74.05±5.14），
生理职能（82.26±5.18），社会功能（73.25±5.42），心理
健康（75.35±5.01），（t 11.6117 p 0.0000）（t 6.0479 p 0.0000）（t 

11.5987p 0.0000）（t 12.1121 p 0.0000），实验组患儿的生
活质量水平高于参照组，呈 P<0.05。

3 3 讨论讨论

呼吸窘迫综合症在新生儿群体中属于常见的疾病之一，

该病症的特点为发病率高、病死率高等特点，该疾病的临

床表现主要为患者出现呼吸增快，呼吸困难呼吸呻吟的情

况，胸骨上下窝吸气性凹陷，鼻翼扇动，肺不张范围以及

呼吸衰竭的严重程度逐渐加重，促使膈肌以及肋间肌疲劳

导致二氧化碳的潴留发生呼吸性酸中毒情况，对患儿的生

命安全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和威胁。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治疗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方法不断完善更新，能

够有效的降低患儿的病致死率，成功挽救新生儿的生命。

但对于病症严重的患儿来说，需要使用经气管插管机械进

行通气。呼吸窘迫综合症是当前临床需要较多的呼吸支持

方式的病症，对该病症的治疗可通过设置间歇呼吸设备在

无需患儿自主呼吸的前提下，为患儿提供足够的呼吸支持。

据相关研究表明，给予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治疗过程中对

其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对于提升临床治疗疗效具有重

要作用。截至目前，在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主要治

疗方法中为正压通气为主，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在本次

研究当中将 40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分为实验组和

参照组 [5]，对两组患儿使用不同护理方法。经过以上数据

的研究对比能够情清晰的发现实验组中患儿的不良母婴结

局显著低于参照组，实验组患儿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

参照组，实验组的氧合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生活质

量水平均优于参照组。

综上所述，使用整体护理方法对经鼻间歇正压通气治

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中的护理效果较为显著，具有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护理价值，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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