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45 

医学研究 

层级链式护理在小儿肺炎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宋妃平  肖玉玲  吴高水 

（三明市第一医院儿科  福建  365000） 
 

摘要：目的 探讨层级链式护理在小儿肺炎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抽选 2018 年 12 月到 2021 年 1 月收治的 62 例小儿肺炎患儿，随机抽签法

分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层级链式护理。就家属满意度、症状改善状况作比较。结果 观察组各症状消失和住院用时全部短于对

照组，P<0.05。观察组、对照组家属满意度依次：96.77%，77.42%，P<0.05。结论 将层级链式护理加入小儿肺炎中，家属对最终的效果较

为满意，且有助于改善症状，所体现的应用价值高，应进一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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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于临床中较多发，受病毒、细菌侵扰均会诱病。该类

患儿会存在肺部啰音、呼吸困难和发热等表现。小儿年纪偏小，自

身多项机能尚未发育全面，对应的抵抗力差，呼吸道未完全发育，

易患发该病[1]。若病况蔓延后会危及身体健康，病症进一步严重会

存在危及生命的可能。临床中不仅要重视及时、科学救治，同时要

配合相关干预指导，以此确保最终疗效。因而本文就对该类患儿加

入层级链式护理后的效果作论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62 例肺炎患儿，各组 31 例。对照组男、女占比各是 16、

15，年龄 0.6-12.5 岁，中位（6.31±1.87）岁；病程 3-8.5d，中位

（5.01±1.26）d。观察组男、女占比各是 17、14，年龄 0.7-12.5

岁，中位（6.41±1.79）岁；病程 3.5-8.5d，中位（5.11±1.31）d。

各组一般资料，经汇总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病况评估，病症检查，遵医用药等。观察

组：层级链式护理。①划分层级。共包含 4 级，N1-N4 级。其中

N1 级中主要专业是护理，提供最基本护理，该级别中学历等级不

低于中专。N2 级中最低职称是护师，该级别中学历等级不低于大

专，且护龄高于 3 年。遵医提供各项服务，使整体工作能够得到全

面落实，对重症病患的抢救操作应熟练掌握，并具备较为丰富经验。

N3 级中最低职称是主管护师，该级别中学历等级同 N2，且护龄高

于 6 年。对该级别的专业技能要求高，具备处理紧急情况能力，可

为重症病患作评估并给予抢救。N4 级学历级别同 N3，护龄高于 8

年。带教、专科操作、管理能力都要好，且具有极广的理论知识面，

做好监督、带动工作。②实际工作。结合科室整体现状，对人员做

合理化分配。待患儿入院后及时展开链式服务，全面评估患儿病况

及情绪状况，配合相应的情绪疏导，让后续工作顺利运行。做好病况

观察，并参照患儿病况及年龄等信息设定报警值。为每位患儿配对责

任护士，负责病况、体征值的监测，并对血压、呼吸等体征值变化详

细记录，以免出现并发症。向家属普及与病症有关的健康知识，带领

家属投入于整个工作中，指导其展开协同干预。面对家属存有的疑虑

及时作出解答，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维护好护患关系。 

1.3 观察指标 

症状改善状况：统计各症状消失和住院用时。统计各组家属满

意度。 

1.4 统计分析 

本统计软件版本：SPSS23.0，计量资料（ ），行 t 检验，计

数资料：n,%，行 检验，统计结果参照 P<0.05。 

2 结果 

2.1 症状消失用时 

观察组各症状消失和住院用时全部短于对照组，P<0.05。表 1。 

2.2 家属满意度 

观察组、对照组家属满意度依次：96.77%，77.42%，P<0.05。

表 2。 

表 1 症状消失用时（n=31，d） 

组别 咳嗽 肺啰音 发热 住院用时 

观察组 6.01±1.64 5.98±1.34 2.76±0.87 7.59±1.34 
对照组 8.16±1.73 7.65±1.59 4.89±1.31 9.88±1.28 

t 5.022 4.472 7.541 6.880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家属满意度（n=31） 

组别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19 11 1 30（96.77） 
对照组 9 15 7 24（77.42） 

2x  / / / 9.667 
P / / / 0.002 

3 讨论 
现阶段患发小儿肺炎的人数呈上升态势，已在临床中变得极为

普及，春秋两季最容易发作，不仅会危及患儿自身健康，并对家庭
也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2]。在治疗时高度重视干预服务，加快病
况改善状况，使康复效果进一步优化。伴随医疗技术进展，医疗模
式与之发生转变，临床中对干预服务的重视度日渐提升。层级链式
护理逐渐得到了大力推崇，且最终的效果好，该护理中重视人员分
配，划分好的每一个级别后安排明确任务，将人员核心价值充分发
挥，使得最终的服务作用显著提升[3]。 

层级链式模式中将人员逐级划分，各个层级制定相关责任任
务，N4 级对前面 3 级人员做好监管，并进行指导，使整个工作都
能顺利进展，要人尽其才，所有工作都进行妥善安排，使最终的干
预质量全面提升，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4]。将该干预模式融于肺
炎患儿，分级干预，让患儿拥有更优质、高效服务，让各项服务工
作具备连贯性及全面性，多同家属交谈，耐心的将病患存在的疑虑
进行解答，让家属对所有服务能够满意，将最终的满意度提升[5]。 

本文中观察组各症状消失和住院用时全部短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对照组家属满意度依次：96.77%，77.42%，P<0.05。 

综上所述，将层级链式护理加入小儿肺炎中，家属对最终的效
果较为满意，且有助于改善症状，所体现的应用价值高，应进一步
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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