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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新生儿糖尿病合幵肺炎中癿应用 

亍 莉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新生儿科，江苏 盐城 224001 

 

摘要：目癿：实践分析护理干预在新生儿糖尿病合幵肺炎癿实践护理措施。方法：以随机抽叏癿方式选叏 2017年 1月～2020

年 1月亍我陇接叐护理干预癿 40例患儿，均等分为对照组呾实验组，每组为 20例。其中对照组为常觃护理模式，实验组患
儿接叐护理干预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儿癿住陇旪间、护理满意度及血糖情况。结果：实验组住陇旪间较短，护理满意度较好，
血糖下际程度较大。结记：对患儿而言，在护理中采叏护理干预护理效果较好，可大幅度际低患儿血糖含量，各项护理依从性
指标状况好，病情趋亍稳定，从而促迕患儿疾病癿康复，因此可推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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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糖尿病是儿科常见疾病之一，主要为Ⅰ型糖尿病，
需要从发现开始就接受胰岛素注射。小儿肺炎一般由于细菌
或病毒引起，情况较为复杂，容易出现并发症。近年来肺炎
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并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在小儿人群中其
发病率相对更高，也是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当小儿糖尿病合并肺炎发生时，会导致患儿免疫力下降，诱
发呼吸衰竭乃至于死亡。在小儿患儿治疗上，患儿经常会出
现精神紧张，躁动不安的情况，导致治疗难度的加大，随着
病情的加重容易出现严重后果，不仅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
量，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应对糖尿病合
并肺炎是医疗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由于儿童年纪较小，且此
类疾病的并发症较多，因此临床护理工作一直作为重中之重，
此次筛取 40 例患儿对护理干预在糖尿病合并肺炎中的综合
效果进行探究分析【1】，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筛取我院于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接诊的 40

例糖尿病合并肺炎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对
照组 20例患儿进行传统的常规护理管理，实验组 20例患儿
采用护理干预进行护理工作【2】。所有研究对象家属均对本次
研究知情并签订知情同意书，两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于对照组进行传统的常规护理方法，包括简单的用药
指导以及对家属的心理指导。 

实验组采用肢体语言沟通技巧进行护理工作，具体方法
如下。 

①基础教育。先成立专业的新生儿糖尿病合并肺炎护理
团队，护理组员为一位有十年以上患儿护理经验的护士长担
任负责人，并有 5 位左右有专业素养，通过专业技能考察，
有责任心的护士组成专业的护理团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
之后由护理团队确定优质专业的护理计划。对患儿定期检查
病情，了解患儿情况，进行记录。②心理指导。对于小儿而
言，家属的关爱是最重要的，在新生儿发现患有糖尿病合并
肺炎时，患儿家人没有心理准备，来自疾病的压力与痛苦对
于家属而言难以纾解，护理人员对于患儿的心理状态要进行
多观察多总结，做好患儿家属的安抚工作。应对患儿家属进
行相关的指导，积极帮助家属释放压力及时排除心理障碍。
医护人员要时刻对患儿进行安慰，让患儿感到温暖和安全，
如抚摸患儿的额头，在新生儿哭闹时使用微笑或者鼓励的眼
神对患儿进行安慰。③临床指导：首先需要明确导致新生儿
肺炎的病原体种类，根据病原体的不同采取不同类型的抗生
素进行针对性治疗，检查新生儿呼吸情况，对于出现呼吸障
碍的患儿采用生理盐水以一定比例混合万托林之后通过空气
压缩泵或者是通过吸入性药物治疗，对患儿应用胰岛素时要
注意严格控制药物量，防止出现低血糖【3】。医护人员对患儿

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监测，记录患儿呼吸频率及呼吸中
症状，观察患儿血氧饱和度，统计分析患儿临床症状。提前
准备好急救所需医疗用品如吸引器等以及相关药物，对患儿
进行针对性的急救，患儿呼吸困难时要对患儿及时进行吸氧。
④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方法以及母婴同室的规章制度，取
得理解和配合。告诫产妇及家属在产妇及婴儿出现异常情况
时，应当及时联系主治医师，到医院诊治。⑤归纳总结。患
儿出院时，护理人员应当给予患儿及其家属全面的出院指导，
将出院注意事项以及复诊时间写在出院卡上，告诫患儿及家
属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当及时联系主治医师，到医院诊治。
对此次护理过程中存在问题以及所得经验进行总计，应用到
后期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去。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护理前后护理效果各指标对应的评价量表进行评
价，分数高者，护理效果越好。 

2 结果 

实验组患儿 HbA1c 由干预前的（8.12±1.76）% 下降
至（6.25±1.14）%，对照组患儿  HbA1c 由干预前的
（8.14±1.66）% 下降至（7.47±1.21）%，两组血糖均有
下降但是实验组患儿血糖下降程度较大；对照组住院时间为
14.05±1.68d，实验组住院时间为 6.08±1.01d，显然相对而言
实验组住院时间更短。在护理满意度评价方面显示实验组患
儿护理满意度为 96.0%，对照组患儿护理满意度为 70.0%，
显示实验组护理满意度较好，P ＜ 0.05。 

3 讨论 

新生儿患儿于与其他患儿不同，新生儿由于自身年龄太
小不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等因素，不能够很好地积极配合治
疗，并且新生儿抵抗力较差，其呼吸系统尚未成熟，而肺炎
一般由于细菌或病毒引起，虽不是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但
对于小儿而言其抵抗力不足，若治疗不及时容易引发感染出
现感染性休克等，因此一旦发病较为严重，需要及时的治疗，
同时辅之以护理干预，因此护理人员要与患儿建立良好的感
情，多以肢体表达能力的方式对患儿进行安慰鼓励，对新生
儿家属进行及时沟通交流，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4】。进过本
次实验探究得知，在临床护理过程中采用护理干预比传统的
临床护理更加有效，值得进行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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