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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优质护理效果

孔春芝 周 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目的：分析优质护理用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的价 值。 方法：对 2021年 1月~12月本科接诊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新生儿（n=366）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和对照组各 183名，前者采取优质护理，后者行常规护理。 对比血气
分析等指标。结果：从 动脉血氧分压和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上 看，在干预结束之 时，试验组分别是（85.67± 6.12）mmHg、
（41.68± 2.41）mmHg，和对照组（77.95± 5.84）mmHg、（46.95± 3.04）mmHg相比更低（P＜0.05）。 从 并发症上
看，试验组的发生率是 2.19%，和对照组的 9.29%相比更低（P＜0.05）。 从 护理质量上 看，试验组（98.63± 1.02）分，
和对照组（92.97± 2.15）分相比更高（P＜0.05），从 家长满意度上 看，试验组的是 97.27%，和对照组的 84.7%相比更
高（P＜0.05）。 结论：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用优质护理，效果好，且 并发症发生率也 更低，血气分析指标改善
更加明显，家长满意度提更为 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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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for neonate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the neonate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n=366) admitted by undergradua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183 in the test and 18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received high-quality care, and the latter
received routine care. Compare blood gas analysis and other indicators.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erial blood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and arterial blood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85.67 ± 6.12)
mmHg, (41.68 ± 2.41) mmHg, and the control group (77.95 ± 5.84) mmHg, (46.95±3.04) mmHg were lower (P<0.05). In terms of
complications, the incid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2.19%,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9.29%)
(P<0.05).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ursing quality, the test group scored (98.63±1.02),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92.97±2.15) (P<0.0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al satisfaction, the test group scored 97.27%, and the control group scored
97.27%. 84.7% of the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High-quality nursing for neonatal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has good effect,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is also lower, the blood gas analysis indicators are improved more obviously, and the
parent's satisfaction is improved more rapidly.
Keyword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Satisfaction; Quality care; Complication

临 床上 ，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十分常见，通常
是由肺外或者肺内等因素所致，临 床特征主 要是顽固性低
氧血症，若不 积极干预，将会导致患儿的死亡 [1 ]。 新生儿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以 发绀、呼吸急促与 口唇青紫等为 主
症，可损害患儿身体健康[2]。 为 此，医院有必要加强对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进行早期诊治与 护理的力度。本
文选取366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20 21 年 1 月~12
月，着重分析优质护理用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的
价 值，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20 21 年1 月~12月本科接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

儿 366名，随机均分 2组。 试验组女孩 90 名，男孩 93

名，出生时间在 10 ~90 m in 之 间，平均（35.46± 4.57）m in 。
对照组女孩 88名，男孩 95名，出生时间在 10 ~1 0 0 m in
之 间，平均（36.0 1± 4.28）m in 。 新生儿经胸部CT或者 X
线等检查明确诊断。 2组出生时间等相比，P＞0 .0 5，具
有可比性。

1.2方法
2组常规护理：检查协助、用药干预和病情监测等。

试验组配合优质护理：（1）严 密监测新生儿的体温、面
色、痰液和神志等体征，若有异常，立即上 报。 机械通气
期间，注意观察呼吸机运行的状态，确保管道通常，同时
根据新生儿的实际情况，对呼吸机参数做出适当的调整。
（2）观察新生儿情绪变化，可采取抚触等方式对新生儿
进行干预，让新生儿能够获得慢慢的安全感，从 而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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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其负性情绪。 做好新生儿家长的思想工作 ，及时告知
家长新生儿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让家长能够安心。 （3）
采取口头教育、视频宣教或发放宣传册等途径，为 新生儿
家长讲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知识，告知治疗目的、原
理和预期疗效等。积极解答家长的提问，打消他 们 的顾虑。
（4）用紫外线消毒病房，酌情开窗通风，同时用含氯消
毒液擦拭柜子和桌椅等物体。保持病房卫生的整洁，空气
清新，光线柔和，无噪音。 酌情予 以 新生儿鸟巢式护理，
使其能够感觉到安全。 （5）若新生儿体征稳定，病情得
到控制，即可撤机。 待撤机后，需严 密监测新生儿的各项
体征。 以 1h 为 周期，协助新生儿翻身 1 次，目的在于 改
善新生儿的血液循环功能。及时对新生儿气道中 的痰液进
行清除，可轻拍新生儿的背部，以 促进痰液的排出。

1.3评价 指标
（1）检测 2组干预前/后动脉血氧分压和动脉血二 氧

化碳分压。
（2）统计 2组并发症发生者例数。
（3）评估 2组护理质量：涉及操作 水平、基础护理

与 服务态度等，总分是 10 0 。
（4）调查 2组新生儿家长的满意度：不 满意 0 ~75

分，一 般 76~90 分，满意 91~1 0 0 分。 对满意度的计算以
（一 般+ 满意）/n * 1 0 0 %的结果为 准。

1 .4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经SPSS22.0 ，t的目的是对计量资料（ sx  ）

进行检验，而χ 2的目的是对计数资料[n（%）]进行检验。
P＜0 .0 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血气指标分析
从 动脉血氧分压和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上 看，尚未干

预之 时：组间数据相比无显著差异（P＞0 .0 5），在干预
结束之 时：试验组比对照组好（P＜0 .0 5）。 如表 1。

表 1 统计血气指标检测结果表(m m H g, sx  )

组别
例

数

动脉血氧分压 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

组
183

53.31±

5.97

85.67±

6.12

49.14±

3.96

41 .68±

2.41

对照

组
183

53.0 8±

5.46

77.95±

5.84

49.58±

3.72

46.95±

3.0 4

t 0 .3158 9.3147 0 .30 49 6.3152

P 0 .1792 0 .0 0 0 0 0 .1825 0 .0 0 0 0

2.2并发症分析
从 并发症上 看，试验组的发生率是 2.19%，和对照组

的 9.29%相比更低（P＜0 .0 5）。 如表 2。
表 2 并发症统计结果表 [n ,(% )]

组别
例

数
感染 口腔干燥 压疮 发生率

试验

组
183 2（1.0 9） 1（0 .55） 1（0 .55） 2.19

对照

组
183 7（3.83） 5（2.73） 5（2.73） 9.29

X 2 7.1683

P 0 .0 274

2.3护理质量分析
评估结果显示，对于 护理质量，试验组（98.63± 1 .0 2）

分，对照组（92.97± 2.15）分。 对比可知，试验组的护理
质量更高（t= 9.1483，P＜0 .0 5）。

2.4满意度分析
从 家长满意度上 看，试验组的是 97.27%，和对照组

的 84.7%相比更高（P＜0 .0 5）。 如表 3。
表 3 统家长满意度调查结果表 [n ,(% )]

组别
例

数
不 满意 一 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

组
183 5（2.73）

31

（16.94）

147

（80 .33）
97.27

对照

组
183 28（15.3） 69（37.7） 86（46.99） 84.7

X 2 7.4935

P 0 .0 241

3 讨论

医院呼吸道疾病中 ，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十分
常见，具有病情进展迅速与 发病急等特点，若不 积极干预，
将会导致患儿的死亡 ，危害性非常大[3,4]。 目前，医院可采
取机械通气等疗法来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进行
干预[5]，但护理作 为 医疗服务中 必不 可少的一 部分，其护
理质量的高低会对新生儿的诊疗效果造成直接性的影响[6]。
为 此，医院还应重视新生儿治疗期间的护理工作 。 优质护
理乃 新型的护理方法，涵盖的是“ 以 人 为 本”这种新理念，
可从 环境、治疗、心理、病情与 认知等方面出发，对患儿
施以 更加专 业 化的护理，以 确保其疗效，减少并发症发生
几率，促进康复进程[7,8]。

祁建莹等人 的研究[9]中 ，对 50 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新生儿都进行了 常规护理，同时对其中 25名新生儿加用
了 优质护理，结果显示，联合组干预后动脉血氧分压（85.4
± 6.5）m m H g、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42.5± 2.5）m m H g，
优于 常规组（78.5± 3.5）m m H g、（47.1± 3.2）m m H g；
联合组家长满意度96.0 %（24/25），比常规组80 .0 %（20 /25）。
表明，优质护理对改善新生儿的血气指标与 提升家长满意
度等都具有显著作 用。 对于 此项研究，分析动脉血氧分压
与 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在干预结束之 时：试验组优于 对
照组（P＜0 .0 5）；分析家长满意度，试验组比对照组高
（P＜0 .0 5），这和祁建莹等人 的研究结果相似。 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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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试验组比对照组少（P＜0 .0 5）；分析护理质量，
试验组比对照组高（P＜0 .0 5）。

综上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用优质护理，效果
显著，并发症发生率更低，血气指标改善更加明显，家长
满意度提升更为 迅速，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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