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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对小儿肺炎临床依从性及肺功能的影响效果观察 

李淑锐 

会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甘肃 白银 730700 
 
摘要：目的：分析综合护理下的小儿肺炎临床依从性与对肺功能的影响效果。方法：选取 2017年 5月至 2018年 5月收治的
4例小儿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法将其分为观察组（n=2，综合护理）与对照组（n=2，常规护理）。经过 15d的护
理后分析患儿临床依从性与对肺功能的影响。结果：无论是临床依从性还是肺功能影响，观察组结果数据均优于对照组，二者
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小儿肺炎患儿应用综合护理模式能有效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具
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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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儿肺炎是常见的一种婴幼儿多发疾病，季节性特点较
强。常见的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以及呼吸急促等，严重影
响婴幼儿的身体健康。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方式，综合护理
由于具有针对性特点能按照预先已经制定的护理方法对患儿
进行全方面护理，但其提升临床依从性以及对肺功能改善等
优势还需要进一步验证[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月收治的 4 例小儿肺炎患
儿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法将其分为观察组（n=2，综合护理）
与对照组（n=2，常规护理）。其中，观察组中男患儿 1 例，
女患儿 1 例，年龄均在 7 个月至 2 岁，平均病程（7.23±5.22）
d；对照组中均为男患儿，年龄在9个月至3岁，平均病程（6.22

±1.29）d。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采取常规护理模式。经常与患儿或是其家属
就病情严重程度进行沟通与交流，提高其家属对疾病的认识，
并重点强调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保证患儿对
护理的依从性。 

观察组患儿采取综合护理模式。第一是心理干预。由于
患儿的年龄较小，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身的情绪，在疾病的
影响下更会经常哭闹或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影响到患者的治疗
效果。医护人员要经常与家属就综合护理的目的与过程进行
沟通与交流，并对当下的患儿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时刻了解
患儿的心理变化，为后续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打下坚实的
基础[2]；第二是病情观察。时刻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心率、
神志以及呼吸等），对于有严重发热的患儿应根据具体情况及
时进行物理或药物降温；第三是饮食干预。患儿的饮食应以
清淡为主，宜食流质半流质食物，但要注意合理的营养搭配；
第四是皮肤护理。经常为患儿擦身，避免流汗过多使婴幼儿
的皮肤出现炎性反应。 

1.3 观察指标 

统计并比较两组患者症状（咳嗽消失、肺部啰音消失、
体温恢复以及住院时间）改善的时间；采用自拟调查问卷的
方式对患儿临床依从性进行评定，满分 100 分，≥95 分为依
从。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研究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和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平均数（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经过 15d 护理后，观察组症状改善时间明显小于对照组，
二者的数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的数值详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时间比较（x±s） 

组别 咳嗽消失（d） 肺部啰音消失（d） 体温恢复（d） 住院时间（d） 

观察组（n=2） 4.56±1.24 5.79±1.29 6.19±1.69 8.46±2.33 

对照组（n=2） 5.83±1.46 6.88±1.16 7.69±1.99 9.94±2.68 

p p＜0.05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经过护理后依从性为100%（2/2）高于对照组50%

（1/2），二者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由于小儿肺炎具有病程长且不易治愈等特征，并且在患
上小儿肺炎后通常患儿还会伴发多种并发症，例如心功能不
全，严重的患儿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因此需要尤其注意患儿
的护理过程。作为临床上的一种常用护理方式，一直以来综
合护理干预都是护理的首选方式，其诸多的护理优势使得其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患者的护理效果。通过结合患者的具体
情况（功能康复潜力、身体素质等）能够制定具有针对性特
点的护理干预方案，从而达成最终的护理目标[3]。从研究中
可以看到，经过综合性护理的患儿在咳嗽、肺部啰音、体温
恢复以及住院时间方面较经过常规护理的患儿均有显著减少，
依从性方面综合性护理优势也要明显大于常规护理。两种护
理方式均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整体来看综合性护理获得的效
果要更好。综合性护理涵盖的护理内容较多，包括常见的康
复训练、常规护理措施以及康复治疗环境等，还包括心理疏
导或是病症知识咨询等，对患儿的病症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从诸多的临床实例中总结出综合护理干预对于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纠正不良生活习惯以及改善患者日常行为等均有重要
作用，对于疾病治疗效果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综合护理干预是临床上根据新医改相关要求、护理质量
提高要求等提出的新型护理模式，将其应用于小儿肺炎患儿
护理过程中，效果显著，可行性较高。分析得出，近年来，
随着独生子女家庭逐渐增加，小儿关注度逐渐增加，患儿发
病后，家长担忧情绪过于严重，因此，在综合护理干预中，
应同时注意患儿家长心理状态变化，为患儿家长提供心理疏
导及健康宣教，促使患儿家长可以正确照护患儿，从而有效
提高患儿整体护理质量，促使患儿各项临床症状均显著改善，
有利于患儿病情尽快康复。另外，对于护士来说，应不断更
新护理知识，对综合护理干预相关内容、流程等情况进行完
善，为患儿提供更加优质、符合个性化特点的护理服务，护
理措施涵盖心理干预、病情观察、饮食干预、皮肤护理等。 

综合护理干预存在科学化、系统化以及整体化特点，可
促使患儿临床治疗效果提高，可对患儿家长满意度显著改善，
护理中心是患儿，护士应主动为患儿提供护理服务，护理期
间，根据患儿特点，对患儿心理护理进行强化，同时强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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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咳嗽护理、环境护理、饮食以及运动护理、输液护理等，
促进患儿心理状态明显改善，最终有效促进患儿机体健康恢
复。 

从研究数据来看，观察组中咳嗽消失改善时间（4.58±
1.24）d，对照组（5.83±1.46）d；观察组中肺部啰音消失用
时（5.79±1.29）d，对照组（6.88±1.16）d；观察组体温恢
复用时（6.19±1.69）d，对照组（7.69±1.99）d；观察组住
院时间为（8.46±23.33）d，对照组（9.94±2.68）d。无论是
何种栏目的改善时间，观察组耗时都要明显小于对照组，这
也就说明了综合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能够明显缩短患儿各个
症状的改善时间，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患儿的痛苦。 

综上所述，对小儿肺炎患儿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能明
显缩短患儿的症状改善时间，对患者肺功能水平的恢复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正确的护理干预措施也能明显提升临
床依从性，多种优势表明综合护理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推广
价值，值得全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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