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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针对性护理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9 年 6 月- 2021 年 1 月我院收儿科收治的 106 肺
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奇偶顺序分为两组，每组 53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针对性护理，对比护理效果，观
察两组患儿住院时间、体温恢复时间、护理总有效率。结果：两组患儿住院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显著好于对照组，且两组患儿护理有效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为 98.11%，高于对照组
77.36%。结论：小儿肺炎护理过程中给予患儿针对性护理效果显著，能够满足患儿护理需求，所以可在患儿护理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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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是一种多见的儿科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好发于

3 岁以内的儿童，全年散发，但以冬春季节多见。该病在近
年来临床研究中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由于小儿肺炎发病

之后会影响到患儿自身的健康，所以需要在患儿护理干预上
作出科学的分析

[2]
。以针对性护理作为患儿护理模式能够满

足患儿的护理需求，所以在现有儿科护理工作开展中应该重
视针对性护理工作

[3]
。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6 月-2021 年 1 月

我院收儿科收治的 106 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评价针对性护
理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 年 6月-2021 年 1月我院收儿科收治的106肺炎

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奇偶顺序分为两组，每组53例，对
照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针对性护理，对比护理效果。对照
组男女32：21，年龄1个月-6岁，平均（4.52±0.85）岁，病
程 1-10d，平均（5.44±1.02）d；实验组男女 33：20，年龄 1
个月-5岁，平均（4.69±0.74）岁；病程1-9d，平均（5.25±1.25）
d；两组患儿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即在患儿护理过程中，做好

患儿护理干预方案，帮助患儿控制炎症，降低患儿护理风险
和差错。实验组则给予患儿针对性护理，具体如下：①构建
针对性护理方案，从患儿护理需求分析着手，帮助患儿了解
护理需求，加强护理风险筛查和评价。②做好患儿炎症因子
水平干预，合理给予患儿用药干预，降低患儿体内炎症因子
水平。③做好患儿的雾化吸氧护理工作，给予患儿适当的雾
化吸氧处置，降低患儿呛咳风险，提高患儿护理针对性。并
且应该以患儿护理研究为基础，帮助其做好护理过程中的各
项工作。如在环境护理上应该为患儿创建一个舒适整洁的护
理环境，保持环境内的温度、湿度条件。④做好患儿护理期
间的心理干预，安抚患儿情绪，降低患儿情绪波动，让其观
看动画片、听音乐，以此降低患儿的躁动。 

1.3 观察指标 
①住院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对比，采用分组统计法，针

对两组患儿的护理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求和计算均值，
用于组间对比。②护理有效率评价标准：显效表示患儿护理
后影像学检查中，肺部阴影已经完全消失。有效表示患儿护
理后影像学检查中肺部阴影消失面积超过 50%以上。无效表
示患儿护理后影像学检查中阴影面积无改善。其中，护理总
有效率=显效+有效/n*100.00%。 

1.4 统计学处理 
选择 SPSS19.0 统计学软件，以 n（%）作为计数资料检

验依据，以 x2
检验，以（ sx  ）作为计量资料的检验依据，

采用 t对其校验，差值为（P＜0.05），表示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住院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对比 
两组患儿住院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实验组显著好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住院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d 体温恢复时间/d 

实验组 53 5.21±1.25 2.21±1.14 

对照组 53 8.54±1.43 3.98±1.24 

t  12.764 7.650 

P  ＜0.001 ＜0.001 

2.2 两组患儿护理有效率对比 
两组患儿护理有效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为 98.11%，高于对照组 77.36%，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护理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有效率

实验组 53 42(79.25%) 10(18.87%) 1（1.89%） 52（98.11%）

对照组 53 20（37.74%） 21（39.62%） 12（22.64%） 41（77.36%）

x
2
    10.609 

P    P＜0.001 

3 讨论 
气道管腔狭窄、血液循环丰富及纤毛运动能力低下是小

儿呼吸道独有的表现，结合患儿咳嗽症状不明显，且受多种
病原体刺激后，易出现气道分泌物增加、管腔黏膜充血、水
肿，进而出现发热、咳嗽、咳痰及气喘等通气功能异常的小
儿肺炎常见的临床症状，同时也是小儿肺炎易反复发作的病
理生理基础。针对性护理是一种以患儿为主体的护理模式，
在当前临床护理工作开展中发现，针对性护理模式构建的要
求在不断提高。人们在给予患儿护理过程中发现，针对性护
理模式开展的价值较高，能够具有较好的护理优势。以小儿
肺炎护理为例，在患儿护理过程中，由于患儿的护理需求在
不断提高，所以在患儿护理过程中应该以针对性护理为主，
做好患儿护理过程中的相关工作。本研究证实，实验组患儿
护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取得的效果是比较显著的。首先，经
住院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比较得出，两组患儿住院时间及体
温恢复时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显著
好于对照组，该项研究成果与周咏梅

[4]
等人研究成果相符。

其次，在患儿护理有效率评价中发现，两组患儿护理有效率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为 98.11%，高
于对照组 77.36%，该项研究成果与崔宝英

[5]
等人研究成果相

符。综上所述，小儿肺炎护理中开展针对性护理价值显著，
可突出患儿护理质量，且在给予患儿护理过程中的总体有效
率较高，患儿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度较高，因而为了提升护理
质量，需要在患儿护理工作开展中将上述护理模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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