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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护理模式下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综合效果分析
赵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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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新护理模式下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运用效果。方法：从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1月我院儿科收治的小

儿支气管肺炎患者中，选取 78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原则平均分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和新护理模式（研究

组），比较最终的护理效果。结果：比较治疗效果得出，研究组效果更好，对照组相对较差，P<0.05。比较护理满意度得出，研

究组表示满意人数较多，对照组相对一般，P<0.05。比较 SAS 和 SDS的评分得出，对照组情绪较差，研究组情绪明显更好，P<0.05。

结论：在新护理模式的运用下，可改善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治疗效果，可有效提升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提升患儿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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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ffect analysis of new nursing model in children broncho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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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ew nursing mode in children bronchopneumonia. Methods: 78 cases of pediatric

bronchopneumonia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ere

divided into average groups by random sampling principle. Routine nursing (control group) and new nursing mode (study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implemented to compare the final nursing effect. Results: Compar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e

control group was worse, P<0.05. Comparing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study group expressed more satisfied, the control group is relatively

general, P<0.05. The comparison of SAS and SDS showed that the mood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worse, while the mood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nursing model, it ca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ronchopneumonia in childre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of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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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肺炎在医院儿科临床中是相对较为常见的一

类疾病，大多数患儿在临床治疗时有明显的特征，通常为身体

发热，呼吸不流畅，并且在肺部还存在不同的湿啰音，对患儿

的身体造成不良影响[1]。医师在为患儿实施治疗的过程中，还

需要为其实施一定程度的护理干预，对于患儿的预后有着一定

帮助。对此我院则针对此类患儿展开了相应的实验研究，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1月我院儿科收治的小儿支气管

肺炎患者中，选取 78例作为实验对象，采用随机抽样原则平

均分组，将 39例作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其余 39例则作为

研究组实施新护理模式，参与患儿平均年龄（5.1±3.5）岁，

男性 47例，女性 31例，比对其他各项基本资料不存在明显差

异。

1.2方法

所有患儿在进入医院之后，都需要主动地接受医师的治疗

操作，在为患儿安排相应的病房时，需要选择较为通风的房间

内，并接受相应的治疗以及护理干预。对照组在此过程中运用

常规护理模式，患儿进入医院参与治疗之后，护理人员在患儿

家长的帮助之下，主动和患儿进行互动，以提升患儿对环境以

及医护人员的熟悉感，从而有效降低患儿的警惕心理。在此过

程中，护理人员应当更主动地为其办理相应的住院流程，并对

患儿家长表示安慰，及时改善患儿家长的焦虑情绪，以避免由

于患儿家长的焦躁情绪影响之后为患儿使用的治疗方案。在开

展治疗时，护理人员应当及时对患儿接受治疗的行为表示鼓

励，对于年龄相对较大的患儿还可以运用玩具，图画书籍等奖

励手段，激励患儿更主动地完成医师的治疗[2]。在开展治疗时，

护理人员需要时刻关注患儿的心理情绪的变化，及时为患儿进

行心理安慰，减少患儿的负面情绪。在住院阶段，还需要及时

和患儿家长实施沟通交流，尽快为患儿以及患儿家长安排此类

疾病的健康知识教育，针对医师将要实施的治疗流程进行仔细

讲解，使家长可以配合医师对患儿开展的治疗措施。

研究组则需要在以上的基础之上强化对护理操作的综合

性，并为其成立专业的护理调研小组，将曾经的患儿病例进行

归纳分析，总结各个护理流程的经验，并为患儿制定符合病情

的护理措施，以下为详细护理操作。

（1）当患儿与其家长进入医院接受治疗时，护理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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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第一时间热情主动地同患儿家长实施沟通交流，全面掌握

患儿在此阶段的实际病情，并帮助患儿做好各种检查工作，在

开展各项检查工作时，护理人员还需要针对不同的检查内容为

患儿家长详细讲述具体的目的，避免患儿家长对多次的检查工

作表示不满。

（2）与患儿家长之间展开深入交流，护理人员需要充分

掌握患儿当前身体的具体情况，发病时间，患儿性格特征等多

种数据，并将了解的数据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形成文档的形式

反馈于主治医师，此操作可以帮助医师制定更准确的治疗措

施，充分融合调查的数据针对患儿实际病情展开合理的护理工

作。

（3）受到疾病的不良影响，大多数患儿在住院治疗期间

都会感到呼吸不流畅，此时需要护理人员及时为患儿摆放合适

的姿势，在此过程中需要护理人员注意患儿的呼吸情况，分泌

物等，并将其详细进行记录，及时反馈于医师，从而帮助医师

更清晰地了解患儿病情[3]。

（4）由于患儿家长受到患儿疾病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患

儿住院治疗期间非常容易出现恐慌类型的负性心理情绪，此

时，护理人员应当及时为患儿家长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减少患

儿家长的心理负担，并向患儿家长讲述此类疾病的治疗方案以

及健康知识，让患儿家长也能够针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以及日常

防护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减少疾病造成的负性心理情绪的干

扰，使其积极主动配合医师开展对患儿的治疗措施以及日常护

理工作。

（5）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护理人员为患儿创建良好的静脉

通道，确保药物能够准确地通过静脉运输至患儿身体各个区

域，从而改善患儿体内酸碱失衡的现象。在为患儿选择穿刺区

域时应当选取粗且弹性相对较好的静脉血管，在为患儿实施穿

刺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及时安慰患儿心理情绪，整个穿刺操作

需要稳定、准确的完成，并且还需要重视加强对血管的保护。

在完成静脉通道的建设之后，护理人员需要按照医师的要求为

其运用各种药物的治疗，需要注意运用各种药物时的浓度以及

联合运用药物时的禁忌问题，针对各项药物的使用量应当有正

确的认知，并将其详细记录；在运用药物治疗时，护理人员还

需要依据患儿的实际病情及时调整药物的输入速度，确保药物

能够保持温和的效果进入患儿身体内部，在实施此项治疗时，

护理人员需要密切注意药物治疗之后所产生的不良现象。

（6）在开展护理工作时，应当将患儿头部偏向于一侧，

确保患儿能够保持流畅的呼吸，对于发生呼吸困难现象的患儿

可以运用面罩吸氧的方式完成整个治疗流程，使其能够有效缓

解患儿的憋闷，改善身体各个区域缺氧的状态；如果患儿的痰

液表现为黏稠状态，可以对其运用超声雾化设备开展吸入治疗

措施，从而保障患儿呼吸顺畅。护理人员还需要针对患儿生命

体征数据进行严格地观察，弱患儿生命体征不稳定，需要及时

将其告知医师，由医师对患儿的病情进行分析。

（7）在开展护理工作时，护理人员还应当强化对患儿心

理情绪的观察，及时为患儿做好心理疏通工作，交流过程中需

要运用温和的语言。在患儿家长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患儿讲述

童话故事，播放患儿喜欢的动画电影，从而实现分散注意力的

效果，提升患儿对医师治疗的配合程度。另外，在患儿入院接

受治疗之后，患儿家长的情绪同样需要得到重视，大部分患儿

家长由于患儿自身病情，使得情绪发生明显的变化，会非常的

焦躁，若不及时缓解此类情绪，在后续与患儿家长进行沟通交

流时会有较大概率发生护患纠纷事故。因此护理人员在和患儿

家长进行语言交流时应当注重自身的语气、态度，为患儿家长

详细讲述需要配合的重要内容，只有运用家庭的照顾，才可以

让患儿在接受治疗时感到最大程度的安全感，从而提升治疗效

果。

1.3观察指标

通过培训专业人员负责对整个实验数据的收集分析工作。

由专业医师观察患儿在完成整个治疗流程之后的恢复效果，并

将其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类，仔细进行记录以及分析。由

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结束之后，由我院自主研制的护理满意度

评价表交由患儿家长，由患儿家长对此次护理工作进行评分。

运用我院自主研制的 SAS 和 SDS量表评分，详细记录在开展

护理工作前后，患儿的心理情绪变化。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

表示，t校验，计数资料使用%表示，x²校验，以 P<0.05表示

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比较治疗效果

通过比较治疗效果得出，研究组明显更有效，对照组相对

较低，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患儿的治疗效果（%）

组名
例

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9 30（76.92） 8（20.51） 1（2.57） 38（97.43）

对照组 39 15（38.46） 18（46.15） 6（15.39） 33（84.61）

注：P<0.05

2.2比较患儿家长满意度

经过护理干预之后，在满意度方面，研究明显更高，对照

组相对较差，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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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析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

组名
例

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39 35（89.74） 3（7.69） 1（2.57） 38（97.43）

对照组 39 14（35.89） 17（43.58） 7（17.93） 31（79.47）

注：P<0.05

2.3比较 SAS和 SDS的评分

在开展护理干预之后，研究组明显得到好转，对照组相对

较差，P<0.05。见表 3。

表 3 比较患儿的各项心理情绪评分（x＋s）

组名
例

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

组
39 65.35±10.42 45.31±8.67 63.25±11.25 44.26±7.42

对照

组
39 65.32±11.56 53.57±9.54 62.16±10.35 54.25±8.63

P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小儿支气管肺炎在儿科临床诊断过程中较为常见，在近几

年内，此类疾病的发病概率有明显的上升。由于儿童的身体素

质较差，支气管管道比较狭窄，与成年人相比身体各项器官的

发育水平明显较差，再加上儿童体内的肺部血液非常容易发生

充血，间质的发育比较旺盛，非常容易被黏膜造成阻塞，从而

有较大的概率导致患儿发生肺炎相关疾病，让患儿积极主动地

接受治疗并为其运用合理的护理措施，对于改善患儿的病症，

提升患儿在治疗期间以及预后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4]。

患儿属于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加上疾病的影响，医师在

开展治疗工作时，患儿非常容易造成哭闹的现象，非常不利于

医师的治疗。此外，患儿家长也容易受到患儿的情绪干扰，同

样会产生激动的情绪，对于临床治疗造成严重的干扰，因此儿

科在治疗此类疾病时比较容易产生护患之间的纠纷事件。新护

理模式主要强调实施护理的综合性，优质性，在开展护理工作

时，不再单一地针对患儿病情，而是对患儿家长的情绪进行充

分的考虑，并运用曾经的治疗案例为患儿给予有效的护理干

预，通过为患儿实施心理干预的方法，提升患儿对于环境以及

医护人员的熟悉感，从而降低患儿对治疗的警惕心理，促使患

儿能够更积极地完成医师的治疗以及护理人员的日常护理工

作[5]。

在本次实验当中，治疗效果方面，研究组明显更有效，对

照组相对较差，P<0.05；心理情绪方面，研究组改善效果更好，

对照组相对较差，P<0.05。护理满意度方面，研究组更为满意，

对照组较为一般，P<0.05。所有实验数据综合说明了运用新护

理模式下，对于小儿支气管肺炎患儿具有明显效果，在治疗过

程中患儿的心理情绪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并且在护理人员的干

预下，患儿家长对于护理工作的认可程度也明显更高，在实际

工作中发生护患纠纷的情况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运用新护理模式针对此类患儿具有良好的效

果，有效降低患儿在接受治疗期间的心理压力，提升患儿对医

师治疗以及护理工作开展的配合程度，从而提升医师的治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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