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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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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目的：分析舒适护理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
治疗的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双色球随机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实行一
般护理，实验组实行舒适护理，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和症状消失时间。结果：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舒适护理对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具
有积极性作用，可缩短小儿症状消失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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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临床上发病率极高的常见疾病。其中儿
童的抵抗力较差，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发病人群，发病率高
达 25%。该病需要及时接受有效治疗，否则可能会引发鼻窦炎、
慢性肺炎、支气管炎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小儿由
于年龄较小，对疾病的感知较为明显，容易出现哭闹、害怕等情绪。
常规护理方式较为笼统、简单，患儿的配合度较低，使护理工作难
以顺利开展。舒适护理是通过科学、个性、舒适等方式对患儿进行
针对性护理，有研究显示，舒适护理在对患儿的预后恢复上起有效
促进作用 [1]。鉴于此，本文特对舒适护理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小

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符
合《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基层诊疗指南》的临床诊断标准 ；（2）年龄
>12 个月 ；（3）依从性较好。排除标准 ：（1）先天性心脏病 ；（2）精 
神类疾病 ；（3）认知障碍。按照双色球随机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其中实验组男性 24 例，女性 24 例，年龄
3~11 岁，均龄（7.85±3.05）岁 ；对照组中男性 25 例，女性 23 例，
年龄 3~12 岁，均龄（7.98±2.36）岁。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实行一般护理方式 内容包括 ：（1）提醒

日常用药 ；（2）例行各项检查 ；（3）告知患者及家属日常注意事
项。

1.2.2 实验组患者实行舒适护理 内容包括 ：（1）向患者家
属告知患病后的基本症状，指导患者家属严格按照医嘱要求进行
用药 ；合理规划患儿饮食，以清淡、易消化食物为主，在患儿发生
高烧时，使用物理降温法降温。（2）环境护理 ：设立儿童休息区，
在患儿的病房区禁止喧闹，保证身体状况或病情较重的儿童拥有
安静环境，保持充沛睡眠 ；病房内每天通风消毒两次，保证患儿
呼吸新鲜空气，增加室内的湿度。（3）对于没有儿童休息区的病
房，播放动画片或儿歌，分散患儿的注意力，减轻其对疾病的感知。

（4）密切观察患儿的身体状况，了解患儿喜好，制订针对性的护理
计划 ；在患儿病情发生异常时，应及时向主治医师报告，并采取相
应措施。（5）给患儿讲睡前故事，促进患儿更快进入到睡眠状态。

1.3 判定依据
采取每日记录法对比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使用院内自

制问卷测评两组护理满意度，满分 20 分，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
满意三项。非常满意 ：15~20 分 ；满意 ：8~14 分 ；不满意 ：0~7 分。
满意率 =（非常满意 + 满意）/ 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资料通过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计量资料以 ( cc ±s) 表示，并分为给予 χ2 及 t 检
验，当 P<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症状消失时间
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 cc ±s)，d]

组别 例数 发烧 咳嗽 扁桃体发炎
实验组 48 1.01±0.11 4.26±1.37 3.51±1.02
对照组 48 2.01±0.79 7.38±1.99 5.17±1.62

t － 8.686 8.947 6.008
P － 0.000 0.000 0.000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 验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优 于 对 照 组，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48 30（62.50） 18（37.50） 0（0.00） 48（100.00）
对照组 48 23（47.92） 20（41.67） 5（10.42） 43（89.58）

χ2 － － － － 5.309
P － － － － 0.021

3 讨论
小儿的身体各项器官发尚未完全发育，其免疫力较低，在天气

温差变化较大时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 [2]。由于患者年龄
较小，对疾病的反应较强，且对吃药、输液等治疗措施充满恐惧心
理，导致治疗难度升较大，因此需要在进行相关治疗措施时给予患
儿舒适护理，以增加患儿的依从性 [3]。

通过研究发现，向患者家属告知患病后的基本症状，可使患儿
家属更加了解疾病，实时关注患儿变化。在患儿发生高烧时，帮助
患儿使用物理降温法降温，联合药物治疗可促使症状更加缓解 ；
播放动画片或儿歌，分散患儿的注意力，以减轻患儿的不良情绪，
增加护理满意度 ；密切观察患儿的身体状况，了解患儿喜好，制订
个性化、全面化的护理计划，更贴合患儿的身体状况，增加护理满
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将舒适护理应用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中的效果较好。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具有积极性
作用，可缩短小儿症状消失时间，增加护理满意度。

参考文献
[1] 陶兰香 . 舒适护理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效

果研究 [J]. 中国实用医药 ,2020,15(17):175-177.
[2] 赖伟红 . 舒适护理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效果分

析 [J]. 中国实用医药 ,2019,14(34):160-162.
[3] 白丽萍 . 舒适护理应用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护理中

的效果研究 [J]. 全科口腔医学电子杂志 ,2019,6(34):6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