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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徊证护理应用亍小儿肺炎患者护理中癿干预效果观察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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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分析在小儿肺炎护理中，徊证护理癿应用效果。斱法：选择我陊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 60 例小儿肺炎患
儿为对象，陑机均分成对照组呾研究组，分别给予常觃护理不徊证护理，观察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患儿护理效果好亍对照
组，差异存在明显意义（P＜0.05）。结讳：针对小儿肺炎癿护理，选择徊证护理癿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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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目前十分常见的一种小儿疾病，小儿肺炎的病情
进展速度很快，且患儿的并发症类型较多，如果患儿的护理
干预不到位，病情容易加重，甚至可能导致患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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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院针对小儿肺炎患儿选择不同类型护理方式，现作如下论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本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肺炎患者
中择取 60 例小儿患儿，将其随机均分成对照组与研究组，每
组 30 例。对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为 3—9 岁；
研究组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4—10 岁，两组患者基
础资料分析后无差异存在（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做好基础观察与处
理，遵医嘱给予患儿基本治疗等，做好抗感染与饮食调整、
补液等。研究组患儿则需接受循证护理干预，主要方法如下
所示： 

我院成立循证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护士长与护理人
员，小组成员对循证护理以及小儿肺炎的各方面知识进行全
面学习，查阅文献数据库，总结相应的问题与对应的文献知
识等，结合患儿病情制定护理方案。护理人员需要针对其家
属进行必要的知识讲解，强调遵医嘱的重要性，监督患儿的
用药情况，观察其用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为患儿选择
侧卧位或者半卧位。对于患儿的口腔分泌物，需要及时清除，
以免出现气道阻塞、误吸等，并且做好患儿的排痰与雾化吸
入等。护理人员可以多安慰患儿，并且选择讲故事、做游戏
等方式分散患儿的注意力，避免患儿过于痛苦。如果患儿在
接受护理干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焦躁或者哭闹严重等情况，
护理人员可以选择肢体抚触、安慰等方式，帮助患儿稳定个
人情绪，避免患儿的负性情绪加重而影响后续的治疗、护理
等。针对患儿的病房环境，护理人员需要做好清洁与消毒，
每日进行开窗通风，确保病房空气流通，以免患儿出现交叉
感染等。对于患儿的日常饮食，护理人员需要结合患儿的日
常饮食喜好等制定护理方案，选择易于消化且维生素、蛋白
质丰富的食物，避免患儿食用刺激性食物或者肥腻食物等，
保证其营养均衡。此外，护理人员需要将患儿的实际情况、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详细告知患儿家属，做好家属的安抚，
避免其情绪较为紧张，确保家属可以配合护理工作的开展，
并且让患儿家属参与实际护理工作。 

1.3  临床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儿接受不同方式护理后的效果，分成无效、
控制与显效，总有效为控制+显效。无效：患儿病情加重甚至
死亡；控制：患儿症状未进展，但未完全恢复；显效：患儿
护理后的症状消失，病情基本消失。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中的数据利用 SPSS19.0软件包处理，计数资料 n（%）
接受 X

2
检验，若 P＜0.05，即可视为存在差异。 

2 结果 

对照组患儿接受护理后无效 8 例，控制 10 例，显效 12

例；研究组患儿护理后 1 例无效，控制 13 例，显效 16 例。
数据对比后 X

2
为 6.405，P=0.011＜0.05，差异存在意义。 

3 讨论 

小儿肺炎是目前临床中十分常见的疾病，患儿除了需要
接受及时治疗，有效、准确的护理也不可缺少，如果患儿护
理不到位，病情容易出现进展，这会给患儿产生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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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针对小儿肺炎患儿选择有效的护理模式十分关
键。 

我院针对小儿肺炎患儿选择循证护理方式，循证护理是
以循证医学理论为主要基础，以临床科学依据为护理方针指
导，并且结合患儿的实际表现与护理需求、专家意见等，确
定患儿的护理目标，对护理方式进行更为有效的整合，以保
证患儿的护理效果得到更好保障。与常规护理方案相比，循
证护理的科学性更强，且护理干预的内容更为全面，不会出
现严重的护理漏洞。循证护理带有循证医学的特点，其护理
内容的选择科学性更强，有医学知识、护理知识作为护理依
据，可以保证护理内容更为符合患儿的实际情况，避免护理
方案与患儿的个人情况出现脱节等导致护理质量较低。此外，
护理人员在针对肺炎患儿实施循证护理的过程当中，可以不
断转变个人在护理中的角色，从此前被动实施护理转变为主
动给予护理，可以保证护理工作的主动性更强，从而确保患
儿护理效果较好。循证护理的特点还在于各项护理程序之间
的联系更为紧密，护理内容的要点更为详细，可以保证护理
工作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保证护理更为完善。 

在此次研究当中，两组患有肺炎的患儿分别接受不同类
型的护理干预。在对比相关数据之后可看出，接受循证护理
的小儿肺炎患儿具体效果明显好于常规护理的患儿，相关数
据对比后差异存在明显意义，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循证护理的
实际应用优势。 

4 结语 

针对患有肺炎的小儿患儿护理模式选择来讲，循证护理
的应用效果更好，可行性较为明显。 

参考文献 

[1]李占萍.循证护理在小儿肺炎护理中临床价值[J].首都食
品与医药,2019,26(01):145. 

[2]李翠平,唐福兰.小儿肺炎护理中应用循证护理的效果观
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8,16(24):202-203. 

[3]李建美.循证护理应用于小儿肺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评价
[J].中国医药指南,2018,16(13):37+39. 

[4]李长华.小儿肺炎护理中应用循证护理的效果观察[J].中
国医药指南,2017,15(33):264-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