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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干预在小儿哮喘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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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门诊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循证护理干预在小儿哮喘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共计 100 例患儿，以抛硬币方式进行随机分组，

分为对照组（n=50，行基础护理）和观察组（n=50，行循证护理），对比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恢复时间。结果 观察组的症状消失时间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对小儿哮喘病症的护理中，通过采用循证护理干预，患儿于接受护理后的病症恢复有效性高于基本护理，

且各项症状消退时间更快，使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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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病症为目前常见病症类型，由多细胞和细胞群参与并致病。目

前该病症在儿童以及老年患儿中有较高的发生率，病症主要以气道症

状、气道的高反应等现象作为主要特征[1]。患儿可见不同程度的咳嗽、

气促、呼吸困难等表现，小儿哮喘病症的治疗和护理为目前临床的重点

整治内容，确保哮喘患儿的病症治疗和恢复对保证其生命安全、预防复

发具有重要作用[2]。本文以 100 例患儿为对象，阐述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100 例患儿，以抛硬币法将患儿随

机分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分组详情见表 1，患儿性别、年龄资

料于统计学软件 SPSS 中结果显示 p＞0.05，提示具有可比性。 

表 1 分组详情 

组别 人数（例） 男/女 年龄（岁） 
平均年龄

（岁） 

对照组 50 30/20 4~14 7.88±0.94 

观察组 50 32/18 3~12 8.03±1.00 

纳入标准：（1）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相关诊断标准；

（2）患儿可见气促、呼吸困难病症表现。 

排除标准：（1）结合其他恶性肿瘤或其他呼吸道病症者；（2）其他

引起呼吸道功能障碍者；（3）交流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基本护理措施，对患儿进行给氧治疗，治疗期间根据情况调整

给氧速度，同时严格按照医嘱进行用药。做好患儿的体温、心率、血压

检测。 

1.2.2 观察组 

给予循证护理干预：（1）分析问题：护理前以专业护理小组进行调

查，小组由数名资深护理人员组成，根据以往资料以及网络文献针对患

儿护理期间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包括患儿的心理变化、并发症类

型和护理重点；（2）拟定方案：根据患儿当前的状态结合小组成员自身

实际工作情况和相关文件资料，拟定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3）方案实

施：①加强心理指导：多数患儿患病时间较长，治疗期间患儿可能产生

不同程度的心理状态变化，患儿可见恐惧、紧张等情绪，在与患儿沟通

期间给予充分的关心，使患儿理解护理人员对自身的尊重。低领患儿可

采用注意力转移方式进行情绪舒缓。②健康宣教：病症治疗效果通常和

患儿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护理期间需着重对家属进行健康宣教，

为患儿讲解病症产生的原因以及护理对策，促使家属了解病症情况。③

环境护理：住院期间为患儿提供舒适的恢复环境。根据气温、天气调节

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定时清扫病房，降低粉尘吸入产生哮喘症状；

④雾化吸入护理：作为哮喘患儿的主要治疗方式，护理人员需指导家属

在治疗前保证患儿空腹。大龄患儿可进一步讲解治疗流程，并指导呼吸

方式。吸入治疗期间确保温度和湿度分别为 55%和 25℃左右。药液温

度控制于 40℃，治疗以坐位或平坐位为主，促使患儿肺部扩张。⑤用

药护理：哮喘产生后患儿易排出大量汗液，由此可能导致电解质流失，

用药护理中主要以口服液作为而主要使用类型，同时用药前需了解用药

情况，严格检查不良反应。 

1.2.3 护理时长 

所有患儿均接受护理 4 周，根据情况查看是否需延长护理时间。 

1.3 观察指标 

（1）以咳嗽消失时间、哮鸣音消失时间、呼吸困难消失时间、住

院时间对比两组患儿的病症恢复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值

±标准差（ sx ± ）来表示，采用 t、（%）表示，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病症恢复时间对比 

观察组的咳嗽消失时间（2.27±0.34）d、哮鸣音消失时间（3.06±

0.43）d、呼吸困难消失时间（1.82±0.27）d、住院时间（4.87±0.60）

d 显著低于对照组（4.02±0.58）d、（4.39±0.57）d、（4.21±0.49）d、

（8.23±0.68）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病症恢复时间对比[d（ sx ± ）] 

组别 咳嗽消失 哮鸣音消失 呼吸困难消失 住院时间 

观察组（n=50） 2.27±0.34 3.06±0.43 1.82±0.27 4.87±0.60 

对照组（n=50） 4.02±0.58 4.39±0.57 4.21±0.49 8.23±0.68 

t 18.406 13.172 30.207 26.199 

p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小儿哮喘作为临床发病率较高的病症，病症影响下会严重危害患儿

身体健康，及时的治疗对确保患儿呼吸系统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循证护

理作为目前医院的护理实施方案之一，可根据通过制定护理侧重点、分

析问题、做出预后判断等方式进行护理内容的综合考量，在该护理措施

下，患儿可显著提升病症恢复速度，及时改善各类不利影响。另外有研

究指出，通过提高患儿的配合积极性，可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3]。 

本文以 100 例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通过实施循证护理干预

的患儿，在病症的消失时间对比中，以循证护理干预的患儿更具优势，

提示在哮喘患儿的护理中，以科学、经验、资料中所总结的护理对策，

对哮喘病症的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基本护理措施，病症表现的消退时间以

及整体住院时间明显较短，对迅速改善患儿不适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干预措施作用于小儿哮喘病症的护理，可显著

提升病症恢复效果，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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