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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于小儿肺炎进行护理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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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小儿肺炎护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的干预意义。方法：试验者是 2021.02 至 2022.03 在医院治疗的肺炎患儿数量共 90 例，采取随

机数字表法均分成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比对组间干预效果差异。结果：观察组患儿咳嗽消失时间、发热消失时间、

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患儿，观察组患儿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儿，P＜0.05。结论：以针对性护理进行干预，可在短时

间内改善患儿症状，降低其住院时间，同时还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适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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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指的是感染上不同病原体所致肺部炎症，属于常见呼

啰吸道疾病类型，以肺部 音、发热及咳嗽等症状为主，具有易反复
性发作、病情进展快等特点，易引发其出现一系列并发症，严重危
害到患儿机体健康，故而及时提供高效治疗措施及护理措施则显得
至关重要[1-2]。本次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以针对性护理对患儿施护的
意义，现做如下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对象是 90 例存在肺炎疾病的患儿，分组方式为随机数字

表法，对照组：最高年龄为 10 岁，最低年龄为 1 岁，均龄 5.03±
0.89 岁，有 25 例为男性患儿，有 20 例为女性患儿，患病时间最长
为 12d，最短为 2d，患病时间平均为 6.71±1.04d；观察组：年龄及
均龄在 1 岁至 11 岁（5.14±0.95 岁），男女患儿数量各 27 例及 18
例，患病时间在 2d 至 10d，平均患病时间为 6.54±1.09d。对组间
基础资料展开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符合医学伦
理学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遵照医嘱为患儿提供抗感染等治疗，密

切观察其病情变化，耐心解答患儿家属问题，一旦出现异常及时进
行处理等；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措施为：（1）对于存在严重咳
嗽者，可知道其服用一些具备润肺止咳作用水果来缓解症状，降低
喉部受损程度；对于体温较高者，需定时对其体温进行测量，合理

补充液体；对于处于持续高热状态者，需采取药物或者物理疗法进
行降温；（2）及时对患儿口腔及呼吸道内分泌物进行清理，指导其
有效进行咳痰，以此来加快痰液排出体外；指导患儿多加饮水，确
保呼吸道黏膜处于湿润状态，加快痰液的排出；（3）合理控制病房
内温湿度，定期打开窗户通风，确保房内空气处于流通状态；定期
对病房进行消毒及清扫，尽量减少患儿的活动量，叮嘱其需避开公
共场所与人员密集区域，以此来降低交叉感染事件发生；在患儿休
息期间，定期协助其更换体位，每隔 2h 轻叩一次患儿背部，以此
来降低肺不张等并发症发生。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护理质量，对比指标：a.咳嗽消失时间；b.发热消失时间；

c. 啰肺部湿 音消失时间；d.住院时间； 
（2）并发症，对比指标：a.感染；b.肺水肿；c.肺不张。 
1.4 数据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析，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进行表示，检验以卡方值（x2）；计量资料以（`x±s）进行表
示，检验以 t 值，若组间和（或）组内数据结果显示为 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表 1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护理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组间护理质量（`x±s，d） 

组别 例数 咳嗽消失时间 发热消失时间 啰肺部湿 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45 3.76±0.53 6.01±1.48 6.53±1.12 10.32±2.07 
观察组 45 2.21±0.48 4.01±0.79 5.21±0.72 7.15±1.84 

t 值 - 14.541 7.997 6.650 7.678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并发症 
表 2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发生并发症例数低于对照组，P＜0.05。 
表 2 对比组间并发症（n，%） 

组别 例数 感染 肺水肿 肺不张 总发生 

对照组 45 3 2 2 7（15.56） 
观察组 45 1 0 0 1（2.22） 

x2 值 - - - - 4.939 
P 值 - - - - 0.026 

3 讨论 
小儿肺炎作为临床儿科常见病种，其发生与环境、气候等因素

有关，是临床上较常见呼吸道病变，大多为先天或者后天感染所致
[3]。目前，此疾病发生率呈逐渐递增势态，由于疾病容易反复性发
作，且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因此有效治疗及护理干预，利于改善患
儿病情及提高其预后质量。针对性护理属于新型护理干预措施，通
过对常规护理进行细化及强化，以护理对象需求作为护理中心，根
据护理实践内容制定出特殊、个体及针对性的护理方案[4-5]。在本次
研究当中，经比对常规基础性护理及针对性护理在肺炎患儿治疗中
的护理效果差异，观察组咳嗽消失时间为 2.21±0.48d、发热消失时
间为 4.01±0.79d 啰、肺部湿 音消失时间为 5.21±0.72d、住院时间
为 7.15±1.84d，低于对照组各项症状缓解时间及住院时间 3.76±

0.53d、6.01±1.48d、6.53±1.12d、10.32±2.07d，且观察组患儿并
发症总发生率比对照组患儿低，分别为 2.22%、15.56%，这提示相
较于常规护理，实施针对性护理更具备护理优势，可全方位、个性
化对患儿展开护理，利于患儿尽快适应诊疗环境，提升其依从性，
同时还能在短时间内缓解患儿症状，缩短其住院时间，利于促进患
儿尽快康复。 

综上所述，将针对性护理应用在肺炎患儿治疗中，所得到的干
预效果较为理想，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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