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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呼吸道感染与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天气变化、受

凉、淋雨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关系。此外，患儿的免疫力

较弱，故发病风险较大 [1]。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具有

显著的年龄特点，多见于 5周岁以内的小儿，患儿在感染

后会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并会对身体的正常发育造成

不良影响 [2]。雾化吸入是治疗小儿呼吸道感染的一项重要

手段，其中常用药物为布地奈德，该药物可通过改变患儿

纤毛运动能力，间接减轻患儿的气道黏膜水肿情况。此外，

治疗期间适当给予患儿有效的护理干预，可进一步改善患

儿的临床疗效和预后 [3]。本研究旨在探讨个性化护理干

预在接受雾化吸入治疗的小儿呼吸道感染患儿中的应用

效果，详情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本院收治的 400 例小儿呼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200 例。对

照组中男性 104 例，女性 96 例；平均年龄（4.5±1.0）岁；

支气管肺炎58例，支气管哮喘47例，上呼吸道感染95例。

干预组中男性109例，女性91例；平均年龄（4.2±1.0）岁；

支气管肺炎61例，支气管哮喘50例，上呼吸道感染8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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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可

比。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儿应用布地奈德喷雾化治疗及常规

护理。使用氧气泵泵给予患儿雾化吸入干预。氧气泵中

的氧气流量参数设定为 6L/min，吸气时间为 15~20min，

2 次 /d，共干预 3~7d。常规护理包括定期检查和监督患

儿的用药情况，并根据患儿实际病情落实相应护理干预。

1.2.2 干预组患儿应用布地奈德喷雾化治疗及个体

化护理干预，其中布地奈德喷雾化治疗与对照组保持一

致。个体化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2.2.1 安抚护理。患儿会因环境、疾病、治疗等因

素而出现不良情绪。对此，医务工作者应帮助患儿合理宣

泄或转移注意力，以缓解其不良情绪。告知患儿及家属治

疗过程及药物使用情况，促使家属能帮助患儿更好地配合

治疗。

1.2.2.2 雾化体位护理。给予患儿喷雾吸入操作时

需采取半卧位或怀抱位，并根据患儿实际情况为其选用最

优喷嘴。

1.2.2.3 口腔护理。护理人员使用温水或淡盐水改

善患儿的口腔卫生及润泽程度，并帮助患儿咳嗽。

1.2.2.4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与患儿及家属开展良

好的交流沟通，保持态度温柔、友好；可通过玩游戏、播放

动画录像等方式拉近与患儿的关系，有助于后续护理干预

的落实。护士需告知患儿家属患儿的实际病情，以减轻其

担忧心理，促使患儿以积极心态面对疾病及康复治疗。

1.2.2.5 其他病症护理。若患儿合并发烧症状，需指

导患儿服用相关药物或采取物理降温措施，同时叮嘱患儿

多饮水。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

1.3.1 对比两组患儿的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患

儿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咳痰、肺部啰音。

1.3.2 对比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患儿家属的满意度越高。

1.4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17.0 软件分析本研究数据，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干预组患儿的各项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发热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咳痰消失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

干预组 200 2.6±0.5 3.3±1.2 3.3±1.6 4 4.6±1.3 4.1±1.3
对照组 200 3.7±1.0 5.9±1.2 5.3±1.5 6.3±1.6 5.9±1.1
t - 9.839 15.321 9.119 8.246 10.570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干预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干预组 200 112（56） 76（38） 12（6） 188（94）
对照组 200 64（32） 100（50） 36（18） 164（82）
t - - - - 6.818
P - - - - 0.009

3 讨论

因患儿年龄较小，抵抗力、免疫能力均相对较差，一

旦受细菌、病毒等侵袭则容易出现咳嗽、流涕、咳痰等症

状。针对该类情况，临床可采用喷雾疗法缓解患儿的临

床症状 [4]。但是，因患儿年纪尚轻，合作程度低，故在治

疗期间需配合实施积极的护理措施。

与滴注疗法相比，雾化疗法可将药剂通过气管直接送

入体内，进而促进机体呼吸道恢复，并能减轻肌肉注射时

机体产生的疼痛，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安全性。布地奈德

药物具有抗炎、降低气道高反应性、抑制发炎物质释放等

功效，可缓解呼吸道水肿情况 [5]。

目前，临床常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呼吸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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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可收获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经药理实验证实，布地

奈德可改善患儿纤毛活性，间接缓解呼吸道黏膜水肿情

况，改善白细胞浸润情况，进而抑制免疫炎症反应，对各种

过敏性疾病均具有良好疗效。在患儿治疗期间配合实施

适当的护理干预，可提高雾化吸入疗法的效果，提高患儿

的生理舒适度，促进患儿快速康复。

既往对呼吸道感染小儿雾化吸入治疗过程中多采用

常规护理，其护理方法的针对性差，往往无法达到理想的

护理效果。而个性化护理干预包含心理护理、体位护理、

健康宣教护理、对症护理等措施，能有效调节患儿的心理

状态，提高患儿的配合度，进而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提高

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儿的各项症状消失时间及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针对接受雾化吸入治疗的小儿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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