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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拍背法联合呼吸指导在大叶性
肺炎患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刘苗芳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儿科，陕西西安  710032

[ 摘要 ] 目的 探讨改良拍背法联合呼吸指导在大叶性肺炎患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 

1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大叶性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用抽签法将 60 例大叶性肺炎患儿均分为甲、乙两组，分

别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常规护理配合改良拍背法与呼吸指导干预。观察两组临床症状

恢复时间（体温恢复时间、咳嗽恢复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并比较。 结果 乙

组体温恢复时间、咳嗽恢复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与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甲组，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甲

组（P ＜0.05）。结论 给予大叶性肺炎患儿改良拍背法与呼吸指导，可缩短其临床症状恢复时间与住院时间，

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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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性肺炎即由细菌感染而引发的呈大叶性分

布的肺部急性炎症，具体症状表现为咳嗽、高热、寒

战等，可累及神经系统、胃肠道等 [1]。目前，临床上

通常采用平喘、化痰、抗感染等措施治疗该病，以有

效控制患儿感染与病情发展 [2]。改良拍背法与呼吸

指导是临床康复护理中的重要内容，其对大叶性肺

炎患儿临床症状及肺功能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 [3-4]。

为验证在大叶性肺炎患儿中改良拍背法联合呼吸指

导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对 2019 年 1 ~ 12 月我院收治

的 60 例大叶性肺炎患儿展开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 1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大叶性

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依照抽签法分为甲组与乙组，

各 30 例。甲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0.6 ~ 5 岁，

平均（2.73±0.45）岁；病变部位：左侧 8 例，右侧 22

例。乙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0.6 ~ 5 岁，平均

（2.75±0.42）岁；病变部位：左侧 7 例，右侧 23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入组标准：符合大叶性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5]，

经影像学检查、细菌培养确诊；临床资料完善；家

长了解本次研究内容，同意患儿参加研究，并经医

院理论委员会批准。

剔除标准：合并重要器官病变者；存在其他部

位感染者；精神疾病者。

1.2 方法

两组均予以对症治疗，包括：止咳、化痰、抗感

染等。

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甲组施以常规护理干

预，即入院时，帮助家长完善住院流程，指导患儿完

成相关检查；向家长讲解疾病有关知识与相关注意

事项；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定期测量体温，协助

医生完成相关治疗活动。出院时，指导家长合理照

护患儿，科学调控患儿饮食，避免其着凉。

乙组在甲组的基础上，给予改良拍背法与呼吸

指导：（1）改良拍背法：帮助患儿取头低斜坡（10°  ~ 

15° ）左侧卧位，护理人员双手对患儿背部实施交替

轻拍，拍背时，采用实心手法，从下到上，从侧胸壁

到肩胛间区对患儿进行短平拍背，每侧时间控制在

10 ~ 15 min，频率控制为每分钟 100 ~ 200 次。在

拍背过程中，密切观察患儿面色、脉搏、呼吸等是否

存在异常，一旦出现异常立即停止。一侧拍背完成

后，协助患儿取平卧位，吸氧 3 min 后，选择头低斜

坡（10° ~ 15° ）右侧卧位，拍背方法、时间及注意事

项同上。对于年龄较大者，在拍背前，可指导其开

展呼吸功能训练，实施深呼吸准备。（2）呼吸指导：

对于配合度较高、年龄较大者，应用缩唇呼吸法进

行呼吸功能训练，指导患儿用唇部呼气，用鼻吸气；

对于配合度较差、年龄较小者，应用吹气球法进行

呼吸功能训练；开展呼吸训练期间，嘱咐家属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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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临床症状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x ± s）

组别 n 体温恢复时间（d） 咳嗽恢复时间（d） 影像学恢复时间（d） 住院时间（d） 护理满意度评分（分）

甲组 30 4.26±1.23 6.75±1.52 9.31±2.86 9.88±2.63 75.86±3.69

乙组 30 2.24±0.86 4.83±1.27 7.21±2.15 8.27±0.93 84.46±5.41

t 8.512 6.131 3.712 3.650 8.306

P 0.001 0.001 0.002 0.002 0.001

陪护，每次训练时间控制在 10 min，每天 2 次。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临床症状恢复时间（体温恢复时间、咳嗽

恢复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

度评分。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判断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分值范围为

0 ~ 100分，分值越高，提示患者对护理工作越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以统计学软件 SPSS24.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与甲组比较，乙组各项临床症状与住院时间均

缩短，护理满意度评分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3 讨论

改良拍背法即指通过对传统拍背排痰方法的

改良，按照顺序轻拍患儿双侧后胸壁，利用头低斜

坡侧卧位改善上肺中痰液重力作用，促进痰液完全

流出，以减轻病理因素对肺功能的影响，缓解患儿

临床症状。呼吸指导即通过对患儿呼吸肌肌力与

耐力的训练，降低呼吸肌耗氧量，提升患儿肺部换

气与通气功能 [6]。此外，呼吸指导还可为改良拍背

法打下良好基础，促使痰液更彻底、顺畅的排出。

平喘、化痰、抗生素药物治疗大叶性肺炎，病情缓解

较为缓慢，临床治疗有效率较低，而在其基础上，应

用改良拍背法与呼吸指导干预，则可有效缩短患者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促进患儿身体较快恢复。本研

究中，乙组各临床症状恢复时间、住院时间与甲组

相比均缩短，护理满意度评分与甲组相比，显著较

高，可见改良拍背法与呼吸指导能促进患者临床症

状较快改善，提升护理效果。

综上，改良拍背法与呼吸指导在大叶性肺炎患

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较高，值得临床实践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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