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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小儿重症肺炎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孙 剑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江西丰城 3311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小儿重症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 ～ 

2019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小儿重症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4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模式，比较两组患儿症状恢复时间、

住院时间及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各项症状（咳嗽、喘息、肺部啰音、发热）恢复时间

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95.00%）高于对照组（67.50%）（P

＜ 0.05）。 结论 在小儿重症肺炎护理中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可缩短患儿症状恢复时间和住院时

间，促进患儿康复，提高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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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是一种儿科常见病，多由细菌或病毒

侵入肺部引发炎症反应所致，也是目前导致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因素，临床早期表现为呼吸

困难、咳嗽和发热，若不及时干预治疗，可诱发多种

并发症，甚至威胁患儿的生命安全。但由于患儿年

龄较小，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临床治疗中需加强护理

干预，提高患儿及家属的配合度，达到促进康复的目

的。近年来，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已较为广泛

的应用于临床护理中，其目的是通过引导患儿家属

参与达到护患互助的目的，对促进患儿康复及提高

家属满意度有重要意义 [1-2]。基于此，本研究选取

2017 年 7 月 ～ 2019 年 4 月我院收治 40 例小儿重症

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

式在小儿重症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7 年 7 月 ～ 2019 年 4 月 我 院 收 治

的 80 例小儿重症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

组 男 23 例，女 17 例；年 龄 7 个 月 ～ 9 岁，平 均

（4.73±1.28） 岁；病程1 ～ 13 d，平均（6.43±2.26） d；

观察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9 个月 ～ 10 岁，平均

（4.76±1.22）岁；病程 2 ～ 14 d，平均（6.63±2.35）d。

纳入标准：所有患儿符合《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诊

疗规范（2019 年版）》[3] 中关于重症肺炎相关诊断

标准；患儿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生命体征稳定且资料完整的患儿。排除

标准：先天性精神障碍的患儿；遗传性疾病或肝肾

功能不全的患儿；资料缺失或拒绝参与研究的患儿。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患儿入院后，进行常规

查体并评估其病情，治疗期间密切观察患儿生命体

征，并遵医嘱指导患儿用药和休息，为患儿提供温

馨良好的病房环境，并对家属进行简单健康宣教。

观察组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具体为：

①成立专业护理小组：邀请至少 1 名患儿家属参与

到护理小组中，护士长担任组长，负责制定护理措

施和监督管理护理实施，责任护士和家属负责实施

护理并收集护理过程中的问题。护士长需要定期

对小组成员和家属进行培训，教授护理实施方法、

技巧和相关注意事项等。②创建温馨环境：联系家

属，了解患儿心理需求，参照家属意见创建家庭式

病房环境，房间布置中增添患儿日常喜欢的玩具，

适当播放舒缓轻柔的音乐促进睡眠。定时调整病

房温度和湿度，夜间巡护注意患儿防寒保暖。③日

常护理：指导家属如何测量患儿体温、正确翻身和

叩背，指导患儿用餐后有效清洁口腔。④用药指导：

为家属详细的解释用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并

为家属介绍药物名称、使用剂量和时间，告知家属

用药一定要按时按量，不可随意增减剂量。⑤护理

工作总结：间隔 2 ～ 3 d，护士需要同家属一起进行

护理工作总结，了解近期护理工作情况并对患儿病

情变化进行深入交流。若家属存在疑问，护士需详

细且耐心地解释，并对家属护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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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励，同时针对近期护理问题进行改善，确保护

理工作正常开展。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儿的症状（咳嗽、喘息、肺部啰

音、发热）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

（2）采用我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评价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包括沟通技巧、服

务态度、知识掌握度以及患儿病情改善情况等，总

分 100 分，得分＞ 90 分表示满意，75 ～ 90 分为一

般满意，＜ 75 分为不满意。满意度 =（满意 + 一般

满意）/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x ±s）表示，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 χ2 检验，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症状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儿各项症状（咳嗽、喘息、肺部啰音、

发热）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 察 组 患 儿 家 属 的 护 理 满 意 度 为 95.00%

（38/40），高于对照组的 67.50%（27/4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9.928，P ＜ 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 [ n（%）]

组别 n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40 11（27.50） 16（40.00） 13（32.50）

观察组 40 26（65.00） 12（30.00） 2（5.00）

3 讨论

小 儿 重 症 肺 炎 起 病 急、病 情 变 化 快，临 床 需

尽早进行治疗并辅以科学、有效的护理措施，以

促进患儿症状改善。传统干预措施方法较为单

一，且多以医嘱内容执行为主，护士缺乏对患儿及

家属需求的把握，进而导致其应用效果存在局限

性。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是以家庭为核心，

强调家属参与的重要性并通过家属和护师合作，

营造一种良好的护患关系，不仅能够提高护理质

量和效率，还能促进患儿康复。本研究中，观察

组患儿的各项症状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

照组（P ＜ 0.05）；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95.00%）高 于 对 照 组（67.50%）（P ＜ 0.05），提

示基于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应用于小儿重症肺

炎护理中，可缩短患儿症状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

提高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分析原因在于，以

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提倡家属参与，能够拉近

家属和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增加家属认知度，提

高日常对患儿的照护能力 [4-5]。曾芳 [6] 研究发现，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可提高支气管肺炎患儿

临床疗效，促进临床症状消退，改善肺功能，本研

究结果与其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小儿重

症肺炎护理中效果良好，可缩短患儿症状恢复时间

和住院时间，加快患儿康复，提高患儿家属的护理

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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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儿症状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xx±s，d）

组别 n
症状恢复时间

住院时间
咳嗽 喘息 肺部啰音 发热

对照组 40 4.77±0.76 4.82±0.83 5.83±1.07 4.34±1.25 13.07±2.16

观察组 40 3.05±0.54 3.11±0.71 3.24±0.86 2.76±0.53 8.18±1.43

t 11.668 9.902 11.933 7.360 11.93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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