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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新生儿肺炎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展开运用的作用。方法 按照对比护理观察的形式展开探究，选入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所本院所收治的新生儿肺炎患儿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进行 1 至 70 编号，取其中的 35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护理，作为

对照组，在对剩下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展开运用，作为观察组。分析护理效果。结果 结合对比两组患儿呼吸频率、症状缓解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新生儿肺炎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可以促使患儿对应症状

迅速得到改善，缩短患儿恢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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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儿常见病症中，新生儿肺炎属于最为常见的类型，对患

儿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诱发该病症的因素较多，羊水吸入呼吸

道或者病菌感染等均可能导致。在病症的作用下，会促使患儿存在

有呼吸急促、发绀等方面临床症状，会对患儿肺部功能以及发育造

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2]。为促使该部分患儿在治疗的过程中可以迅速

进行恢复，更应当做好对应的护理工作。本次研究就主要对人性化

护理干预在该部分患儿护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对比护理观察的形式展开探究，选入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所本院所收治的新生儿肺炎患儿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进

行 1 至 70 编号，取其中的 35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护理，作

为对照组，在对剩下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展

开运用，作为观察组。在患儿组成方面，对照组中存在有男性患儿

18 例，女性患儿 17 例，出生 2—17 天，均值为（8.82±0.83）天。

观察组中则存在有男性患儿 19 例，女性患儿 11 例，出生在 3—16

天，均值为（8.91±1.02）天。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对应的护理干预工作，护理人

员都按照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展开。需对患儿在恢复中的对应生命指

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做好常规的用药护理等。在对观察组患儿

实施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展开运用：（1）环境护

理。为促使患儿可以尽快得到恢复，需要为患儿在恢复的过程中创

造最为舒适的治疗环境。需要对病房的温度、湿度等进行合理的调

节和控制，并适当的开窗通风，保障室内的空气流通，同时需定期

对病房进行消毒等，达到对病房病菌微生物水平进行控制的目的。

（2）心理干预。因该部分患儿才出生不久，在病症的影响下，难

免会促使患儿存在有哭闹、烦躁等方面症状。护理人员则需要结合

患儿的具体情况做好对应的安抚工作，及时通过拍背等方式，促使

患儿可以保持平静。（3）吸痰护理。在病症的影响下，该部分患儿

呼吸道容易分泌较多的痰液。在进行日常护理的过程中，更需要做

好对应的吸痰操作。因新生儿气道相对较窄，若在病症的影响下，

患儿出现黏膜水肿的情况，则会出现呼吸道堵塞的情况。因此，护

理人员需要结合患儿的具体情况及时进行吸痰等操作，且对应的护

理都需要秉承无菌护理原则进行，确保患儿呼吸道处在畅通的状

态。（4）科学喂养。在患儿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指导患儿父母做好

科学的喂养操作。做到少食多餐，对于可以母乳喂养的患儿应尽可

能母乳喂养，达到对新生儿免疫力进行提升的目的。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患儿呼吸频率、症状缓解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进

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对应数据都按照 SPSS20.0 进行处理，均值±标准差对计

量数据表示，t 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呼吸频率上，观察组为（44.75±2.12）次/min。对照组则为

（54.23±1.83）次/min，对比 t=11.827，P=0.001<0.05。在症状缓解

用时方面，观察组为（3.45±0.38）d，对照组则为（6.53±0.83）d，

对比 t=12.038，P=0.001<0.05。在住院时间上，观察组为（5.65±2.11）

d，对照组则为（8.74±1.73）d，对比 t=14.022，P=0.001<0.05。 

3 讨论 

新生儿肺炎在临床一直保持有较高的发生率，对患儿健康造成

的负面影响较大。临床在对该部分患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为促使

患儿可以尽快得到恢复，降低病症对患儿造成的负面作用，更需要

做好治疗期间的护理工作[3]。 

将人性化护理干预运用到该部分患儿护理的过程中，从环境护

理、心理干预以及科学喂养等多个层面进行干预，可以为患儿在恢

复的过程中创造有利的条件，并在呼吸道护理的作用下，可以促使

患儿呼吸道随时处在畅通的状态，同样可以达到促进患儿恢复的目

的[4-5]。 

总之，在对新生儿肺炎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可以将人性化护

理干预展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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