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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肺炎儿童施以针对性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及对缩短降温耗时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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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肺炎儿童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效果以及其对减少儿童降温耗时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肺炎儿童共 48 例，依托于随机颜色求抽取法，将患儿分为两组，每组各 24 例。期间，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
实验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引入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护理改善率以及降温耗时。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护理效果
优于参照组，差异上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性护理干预，有助于肺炎儿童更好的恢复健康，并能提高肺炎的
治疗效果，从而有效助力肺炎儿童病情的缓解，所以其具有临床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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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作为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属于目前我国较为常见的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学研究表明，小儿肺炎最为主要的
症状便为咳嗽、发热。这中间，罹患肺炎的儿童，体温若是
超过 39℃这一区间，其便会表现出基础代谢率升高、心率加
快、循环加快等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小儿肺炎实质上
有着一定的季节性，冬季与春季罹患该病的小儿较多，其中
一些发病严重的患儿会有生命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对肺炎患儿进
行护理，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次实验将围绕着针对
性护理干预应用于小儿肺炎患者中的效果，以及其对降温时
间的影响进行探究，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 2017年 6月-2018年 6月收治的肺炎儿童共 48

例，并依托于随机颜色求抽取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
24 例患者。期间，参照组男 16 例，女 8 例，患儿平均年龄
（3.15±2.34）岁；实验组男 18 例，女 6 例，患儿平均年龄
（3.17±2.34）岁；经过比较，两组患儿的研究资料，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上的差异。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即结合患儿的自身状况，借

助消炎药物进行治疗，并辅以化痰、止咳药物等常规护理措
施。 

1.2.2 实验组 
实验组的治疗方法同参照组之间并无差距，而是辅以相

应的针对性干预具体如下： 
（1）留意患儿自身的病情，待其出现呼吸困难时给辅助

其吸氧，并对患儿疾病发展情况，进行密切的考量，同时就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期间，患儿若出
现烦躁不安、抽搐等症状，便会立即将其报告给医生。 

（2）保证对肺炎患儿病房的定期清洁，并维系整个病房
的空气流动性，从而为患儿提供优良的环境，使患儿的情绪
能够得到一定缓解。 

（3）饮食与营养上的护理。对患儿采取必要的饮食护理，
即帮助设计患儿的饮食方案。并在患儿营养能够得到充分补
充的前提下，使其食用一些易于消化的食物，从而使儿童在
患病期间，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支持。此外，以循序渐进的
方式，使其饮食由流质向半流质过度，并不断引导患儿饮用
温水。 

（4）患儿心理与情绪上的护理。同患儿的家属进行必要
的沟通指导，以此来保证患儿的家属不会产生恐慌情绪，进
而规避家属情绪对患儿的影响。因受年龄因素的影响，患儿
在病房内多会出现紧张、恐惧的情绪，面对这样的状况，护
理人员则通过亲切的方式，对患儿进行情绪上的安抚，从而
使患儿的情绪能够得以稳定。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护
理人员需要帮助患儿进行放松，这有助于患儿自身依从性的
提高。另外，如眼神、言语上的激励，同样也应该有所体现，
从而使肺炎患儿不会出现抵触情绪，继而保证护理的效果。 

1.3 观察指标 

依托于两组患儿的胸片检查结果进行统计，从而依托改
善率进行对比，并借助于体温恢复时间进行深度考量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依托于 SPSS16.00 软件对此次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 x
2
比较，并以率（%）进行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平方差（ ±s）表示，t 值检验，P＜0.05，差异便存

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护理后的胸片结果表明，实验组的改良率强于参照

组，对比差异则保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在降温耗
时的时间上，实验组亦强于参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情况对比（ ±s） 

组别 例数 改良率 降温耗时 

实验组 24 91.67(22/24) 2.16±0.87 
参照组 24 70.83(17/24) 2.71±1.09 
x
2
  5.128 3.125 

P  0.024 0.031 

3 讨论 
众所周知，肺炎作为一种临床上极其常见的呼吸系统疾

病，其最为主要的致病群体便是儿童。医学研究表明，儿童
一旦罹患肺炎，体温便会迅速上升，这很容易对儿童的中枢
神经系统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在一些时候，其还会对患儿的
生命带来威胁。因此，在对肺炎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需
要切实的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即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对患儿的病情进行密切关注，并保证病房环境的清
洁。而后便应针对患儿的饮食状况，制定科学的食谱，加强
对患儿心理情绪的疏导，从而借助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方法，
促进罹患肺炎儿童的康复，并缩短其降温所需要的时间。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儿的肺炎改良率要优于参
照组，并且其在降温耗时上亦低于参照组，所以差异拥有统
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切实有效的采取针对性护
理措施，在护理效果层面，有助于儿童肺炎的改良，并且其
亦能够提高肺炎患儿治疗效果。此外，其在降温耗时上相较
于常规护理，同样也保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将针对性护理
干预的护理方法同肺炎患儿的护理进行融合，有着极大的临
床意义。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干预有助于肺炎儿童更好的恢复，
并能提高肺炎的治疗效果，从而助力肺炎儿童病情的缓解，
所以其具有临床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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