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护理和健康教育研究

曹秀清"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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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综合护理加用针对性健康教育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

选择
,#"$

年
8

"

/

月于徐州市儿童医院内科接受住院治疗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0

例!对照组施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常规护理!试验组则施以综合护理加针对性健康教

育!比较两组急性感染病例干预后的护理效果和健康教育效果$结果
!

两组急性感染患儿干预后护理效果和健康

教育效果各项指标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试验组入选患儿的护理效果和健康教育效果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结论
!

对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施以综合护理加针对性健康教育!能够显著缩短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患儿的住院时间!提高其健康知识掌握比例!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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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发生于小儿鼻,咽及鼻咽部的急性感染均十分

多见#这也就是所谓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该病种在婴幼儿人

群中发病频次高达
$

"

8

次"年#该病种在儿童群体中反复发

作#会引起小儿陷入营养不良状态#使小儿肺功能下降#进而可

能导致患儿生长发育延迟#对该类患病群体正常生活质量的获

得形成严重干扰*

":;

+

)因而#应对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

施以综合护理#并加以针对性健康教育#缩短其受疾病之苦困

扰的时间#掌握自我护理知识#降低反复发作概率*

$

+

)本科室

尝试性地将综合护理和针对性健康教育施以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儿童群体#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8

"

/

月在本院内科接受住院治

疗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其中男
8#

例#女
%%

例#年

龄
+.#

个月至
0.%

岁#平均$

;.0/d,."+

%岁)将
""%

例入选本

研究的病例分为两组#试验组感染病例为
%+

例#对照组感染病

例为
%0

例#两组病例在病程,年龄,性别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施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常规护理#包

括基础护理,用药护理,病情观察,健康教育)

$././

!

试验组
!

试验组则施以综合护理加用针对性健康教育

干预)$

"

%综合护理)加强皮肤与口咽部护理#尽可能帮助患

儿获得舒适感)根据发热程度的不同#实施适宜的科学降温措

施)密切观测和及时干预高热抽搐现象#为患儿安全康复提供

保障)重视合理,安全用药护理#保证有效营养支持)$

,

%针对

性健康教育)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及其家长的疾病认知

水平进行评估#了解每一个患儿家庭对健康教育的学习愿望及

对何种形式的教育方法更为敏感#针对性施以不同内容,不同

重点,不同应对技巧等知识的指导)对于常反复出现感染的患

儿#应教育家长督促或协助患儿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体育锻炼,

增加户外运动等方式强健体质#同时注意采取对天气快速变化

等诱发因素的应对措施#为孩子提供厚薄适宜的衣物#此外还

需关注对患儿贫血及营养不良等基础慢性疾病的及时干预等)

指导患儿家庭采取科学的起居生活方式与正确合理的饮食习

惯#增强患儿自身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对抗的能力)

$.'

!

评价指标

$.'.$

!

护理效果
!

观察并记录两组感染患儿干预后症状$咳

嗽,咳痰%消失耗时,体温恢复正常耗时,住院耗时#均以天计量

单位#将以上
;

项结果作为护理效果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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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效果
!

采用健康教育调查表调查两组患者干

预后健康知识掌握比例)

$.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 "̀/.#

统计分析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
PdE

表示#两组感染患儿干预后症状消失耗

时,体温恢复正常耗时,住院耗时比较采用
B

检验(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两组感染患儿干预后健康知识掌握比例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感染患儿干预后症状消失耗时,体温恢复正常耗时,

住院耗时比较
!

见表
"

)试验组急性感染患儿症状消失耗时,

体温恢复正常耗时,住院耗时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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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干预后症状消失耗时(体温恢复

!!

正常耗时(住院耗时比较%

P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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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症状消失耗时 体温恢复正常耗时 住院耗时

试验组
%+ ;.""d".#8 ,.,0d#.00 $./8d".#,

对照组
%0 ;.+0d".#0 ;.;0d#./+ 8.#+d8./,

B Q;.;%/ Q8.;%,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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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感染患儿干预后健康知识掌握比例比较
!

见表
,

)

试验组急性感染患儿健康知识掌握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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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感染患儿干预后健康知识掌握比例比较

组别
'

健康知识掌握例数$

'

% 健康知识掌握比例$

1

%

试验组
%+ %; /,./0

对照组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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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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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综合护理加针对性健康教育的试验

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小儿病例#其不适症状消失耗时,体温恢

复正常耗时及住院耗时均较仅接受常规护理的感染患儿短#而

健康知识掌握比例则显著高于对照组小儿病例)由此表明对

该类疾病的儿童患病群体实施综合性护理并加用针对性健康

教育#在提高其自我防护能力#促进疾病控制方面不失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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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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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小儿免疫力较成人差#其病情进展

快速而多变#小儿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等特点#在护理小儿患病

群体的过程中#不可仅仅满足于完成针对疾病症状的常规护

理#而是要将护理干预的视野扩大到为服务对象提供保证安全

与促进舒适的全方位护理方面)与此同时#积极主动地寻找护

理重点所在#施以高度关注和预见性防治*

+:/

+

)如对高热惊厥,

院内交叉感染等导致患儿疾病进一步恶化的情况#应积极施以

精细化,预见性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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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小儿病例施以全方位综合护理的同

时#对患儿及其家长进行以提高其防病抗病意识及防病能力为

目的的针对性健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

+

)由于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小儿在治愈出院后常会由于自身抵抗力差,家长防治知

识水平低等原因#导致其多次反复再次因上呼吸道感染入院接

受治疗)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导致患儿难以获得正常的营养

支持#肺部功能持续下降#正常生长发育滞后于同龄人等严重

后果发生#阻滞孩子的正常健康成长进程#对孩子身心发育均

十分不利*

",:"$

+

)

故本研究采用针对性健康教育#帮助患儿及其家长获得对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正确认识#从而使其在日常生活中主

动采取预防措施#并在疾病复发时#能够施以严密的观察与正

确的判断#及时寻求医疗专业救助#并对孩子实施有效的家庭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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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在儿科门诊输液风险管理中的效果

张岫秀!刘淑娟"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
!

,,"##8

#

!!

"摘要#

!

目的
!

对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

FZ]!

#在儿科门诊输液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方法
!

选

取
"8#

例在徐州市儿童医院儿童门诊进行输液的患儿!分为两组!对照组患儿常规静脉输液!试验组使用
FZ]!

方

法进行输液$观察
FZ]!

后的效果$结果
!

试验组实施
FZ]!

后穿刺失败"

$#.0+d"#.0,

#分'接瓶液体错误

"

#./0d#.,0

#分'输液较快"

",#.#%d;#.%8

#分和药物配制错误"

,$+./+d8".88

#分方面的危机值"

&)X

#明显低于

实施
FZ]!

前穿刺失败"

,$8.#/d8#.00

#分'接瓶液体错误"

;,/.;,d0#./$

#分'输液较快"

,%/.88d8%.+0

#分和药

物配制错误"

,$+./+d8".88

#分方面的
&)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护士满意率"

0+.%#1

#和患儿

家长满意率"

0+.%#1

#明显高于对照组护士满意率"

%,.%#1

#和患儿家长满意率"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使用
FZ]!

后大大降低了投诉案件!输液进程更通畅!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关键词#

!

失效模式&

!

效应分析&

!

儿科门诊输液&

!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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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输液室是医院服务最频繁和要求最高的科室#是医院

输液量最大的科室#特别是儿童门诊输液室#需要更高质量的

技术和服务态度)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出现扭动和情绪失控等#

均会阻碍护士的正常工作#这些弱点均会导致患儿家长不满#

易引起对医院的投诉#给工作的护士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护

士的工作效率得不到改善*

":;

+

)针对儿童门诊对患儿静脉输液

的研究分析#使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

FZ]!

%方法进行输

液#在输液风险管理中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

+

)本院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门诊输液的患儿使用
FZ]!

后#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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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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