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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将家庭护理应用在感冒咳嗽患儿中的干预意义。方法：试验者是 2021.04 至 2022.04 在医院治疗的感冒咳嗽患儿共 100 例，采取数
字奇偶法均分为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家庭护理，比对组间护理效果差异。结果：与对照组病患相比，观察组病患施护总有效率
较高，P＜0.05；与对照组家属相比，观察组家属总满意度较高，P＜0.05。结论：以家庭护理施护，可对患儿症状进行改善，同时还能增加家属满意
度及疾病知识知晓度，适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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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咳嗽属于临床较常见疾病类型，具有较高发生率，好发于

小儿群体中，主要是指患儿上呼吸道受到感染，诱发因素与细菌、
病毒等有关，此疾病大多是由于病毒性感染造成的，主要包括鼻病
毒、腺病毒及流感病毒等类型，若未及时得到诊治，易对患儿机体
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本次研究目的是为了分析以家庭护
理对患儿施护的意义，现做如下汇总：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对象是 100 例存在感冒咳嗽症状的患儿，分组方式为数字

奇偶法，对照组：年龄最高为 6 岁，年龄最低为 2 岁，均龄 4.11±
0.89 岁，有 28 例为男患儿，有 22 例为女患儿；观察组：年龄及均
龄 2 岁至 6 岁（4.07±0.82）岁，男女患儿数量各 25 例。对组间基
础资料展开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性护理，主要包括监测体征、观察病情及

指导用药等干预内容；观察组采用家庭护理，措施为：（1）在日常
生活当中，家属应让患儿多喝水，以牛奶、蜂蜜水等为主，及时为
患儿补充其体内所需水平与养分，不仅能够帮助患儿借助咳嗽顺利
将痰液排出体外；在夜晚睡觉时，可在患儿头部下方处垫上软垫，
稍微将其垫子垫高，可病患由于分泌物反流而导致患儿咳嗽症状加
重；（2）为了缓解患儿不适感，可强化应用物理降温法，比如对居
室的温度进行调整，维持房内处于通风状态，以及冰敷、头部冰枕
及温水沐浴等措施；（3）对于体温处在 38.5℃以上患儿，若以物理
降温方式无法得到理想效果时，可及时为其使用退烧药物，可指导
家属在家中备一些具有见效快、安全且无刺激类感冒药物；若病情
较为严重，则应第一时间将患儿送至医院接受治疗。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施护疗效，对比指标：a.无效，症状并未得到改善，部分

甚至加重，家属对于疾病知识了解较少；b.有效：症状有所改善，
家属疾病知识掌握度相较于施护前有所提升；c.显效：症状基本消
失，且家属对疾病知识基本了解； 

（2）施护满意度，对比指标：a.不满意，得分＜60 分；b.基本
满意，得分在 60 分至 84 分；c.满意，得分＞84 分，选以纽卡斯尔
护理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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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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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护疗效 
表 1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总有效例数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组间施护总疗效（n，%）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0 10 24 16 40（80.00） 
观察组 50 2 28 20 48（96.00） 

x2 值 - - - - 6.061 
P 值 - - - - 0.014 

2.2 满意度 

表 2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总满意例数比对照组高，P＜0.05。 

表 2 对比组间施护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50 12 22 16 38（76.00） 

观察组 50 3 25 22 47（94.00） 

x2 值 - - - - 6.353 

P 值 - - - - 0.012 

3 讨论 

感冒咳嗽作为临床上很常见疾病，大多是由于着凉或者病毒入

侵所致，严重影响到患儿机体健康[3]。由于小儿属于特殊的群体，

其年龄较小，机体抵抗能力较差，在大多数药物不适用情况下，临

床大多以常规物理疗法及护理等方式实施干预，但常规护理无法满

足患儿治疗需求，同时还无法有效缓解患儿病情[4]。目前，基于医

疗技术不断发展及社会经济不断推动背景下，人们对于临床医疗服

务要求越来越高，而家庭护理属于新型的一种干预措施，侧重于细

节护理及突出家属引导作用，利于患儿在熟悉环境内控制其病情发

展，减少患儿抵触情绪的同时，还能为患儿建立起适合其的个体化

护理服务，可从日常生活、饮食等方面为患儿提供护理服务，与传

统护理相比，此护理方式具备个性化、全面性特点，有利于缓解患

儿病情，促进其尽快恢复健康[5]。在本次研究当中，经比对常规基

础性护理及家庭护理在感冒咳嗽患儿治疗中的护理效果差异，发现

施护后观察组患儿施护总疗效达 96.00%，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

80.00%，且观察组家属总满意度达 94.00%，高于对照组 76.00%，

证实以常规护理及家庭护理对患儿施护，均能够得到一定护理效

果，但相较于常规护理，应用家庭护理实施干预，利于缓解患儿症

状及增加家属满意度。原因如下：家庭护理将护理工作由病房转至

家庭中，可充分体现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通过强化家

庭护理干预，可起到一定防治作用，利于改善患儿症状的同时，还

能增加家属对于医疗服务认可度，临床应用意义比较高。 

综上所述，对于感冒咳嗽患儿的治疗，需及时予以有效改善患

儿症状同时，还需重视护理服务，以家庭护理对患儿施护，所得到

的护理效果较为理想，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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