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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生儿肺炎是新生儿常见的疾病之一，其症

状轻重不一，严重者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对于新生

儿肺炎的护理工作尤为重要。传统的常规护理方式虽

然可以缓解患儿的症状，但是其效果并不理想。精细化

护理干预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其核心是个

性化、全面化、系统化的护理服务。通过对患儿的个性

化护理，可以更好地满足患儿的需求，提高治疗效果和

护理质量。然而，目前对于精细化护理干预在新生儿肺

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本研究

旨在探讨精细化护理干预在新生儿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为新生儿肺炎的治疗和护理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

方法和手段。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用我院于2021年7月~2022年6月收治的肺

炎新生儿78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精细组和对照组各39
例。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患儿分为精细组和对照

组，精细组男孩22例，女孩17例。日龄11~29d，平均日龄
（18.64±3.72）d。体重1.7~5.3kg，平均体重（3.51±1.24）
kg。对照组男孩23例，女孩16例。日龄12~30d，平均日龄
（18.79±3.41）d。体重1.9~5.4kg，平均体重（3.68±1.19）
kg。以比较两组患儿在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方面的差异。
在两组患儿的基本资料方面，男女比例、日龄和体重等方

面均呈现出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研究中，精细组给予了更为细致、全面的护理服

务，包括雾化护理、排痰护理、口咽护理和鸟巢护理等

方面。这些护理方法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促进患儿症状的

消退，改善肺功能，提高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

首先，雾化护理是针对患儿进行雾化治疗的过程中

产生细菌的问题，通过定期清洁消毒、更换机器中的水

和通体消毒杀菌等方式，保证雾化器的卫生和安全。同

时，护理人员需要对药液温度、量等数据进行监测，给

药量应该根据患儿的日龄以及具体的承受程度来调节，

在第一次给药时应选择低剂量，避免对患儿的呼吸道造

成刺激。其次，排痰护理是保证患儿呼吸畅通的重要手

段。护理人员需要对患儿的口腔和鼻腔进行定期清理，

定时为患儿进行翻身、拍背等操作，促进患儿排痰，保

证呼吸畅通，预防误吸。患儿的体位标准为头低脚高，

可以在患儿臀、背等位置垫上软枕，每30min更换体位。
排痰方式可以选择叩击或者使用排痰机，机械参数应调

整为振频20次/min，单次10min时长。第三，口咽护理
是保证患儿口腔、咽部清洁的重要手段。护理人员应使

用棉棒轻柔擦拭患儿口腔，维持口腔微环境的稳定。如

果患儿实施气管插管或者存在口腔问题，应该加强对患

儿的口腔护理，增加消毒的频率。最后，鸟巢护理是为

患儿提供舒适、安全的环境，促进患儿的生长发育和康

复。护理人员使用柔软的浴巾，摆成鸟巢样式，将患儿

放入，定时变换患儿姿势。在患儿哺乳后30~60min应
该对患儿进行抚触，在抚触之前应保证手部的柔软、干

燥、温暖，避免刺激患儿皮肤，可在手心涂抹婴儿专用

精油。精细化护理干预是一种全面、个性化的护理方

式，可以有效地促进患儿症状的消退，改善肺功能，提

高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在实施精细化护理干预时，护

理人员需要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制定相应的护

理方案，并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保证护理的安

全和有效性。同时，护理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护理

知识，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为患儿提供更为优质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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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1]。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儿症状（咳嗽、气促、发热）消失时间和

肺功能指标[呼气峰流速（PEF）、血氧饱和度（SPO2）、
呼吸频率（RR）]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软件选择SPSS25.0.负责数据的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通过（ ）表示，经过t检验。P < 0.05则具备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精细组咳嗽、气促、发热消失时间低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 < 0.05）。见表1：

表1��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d）
组别 n 咳嗽消失时间 气促消失时间 发热消失时间

精细组 39 2.25±0.56 1.35±0.57 3.56±0.69
对照组 39 3.47±0.64 2.78±0.85 4.94±0.42

t 8.959 8.726 10.669
P < 0.001 0.001 < 0.001

2.2  两组患儿肺功能比较
精细组RR低于对照组，PEF、SPO2高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 < 0.05）。见表2：

表2��两组患儿肺功能比较（ ，d）
组别 n PEF(mL/s) SPO2(%) RR(次/min)
精细组 39 67.57±2.72 0.95±0.02 40.38±2.64
对照组 39 58.87±2.28 0.81±0.01 48.72±1.47

t 15.308 39.100 17.237
P < 0.001 < 0.001 < 0.001

3��讨论

新生儿肺炎是指在新生儿期间发生的肺部感染性疾

病，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特点是起病较急、

病情变化较快，需要及时对患儿开展治疗，若治疗不及

时，容易导致患儿发展成呼吸衰竭，对患儿的生命安全产

生严重威胁。每年因为新生儿肺炎死亡的患儿不断增加，

提高疾病生存率对于现代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精细化护理是在优质护理的基础上，能够根据患儿

的疾病、年龄等特性进行细致的护理，包括治疗过程

中、休息过程中护理，在保证治疗的条件下提高患儿的

舒适度，保证患儿的生存质量。

在对新生儿肺炎的精细化护理中，护理人员需要对

患儿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患儿的生命体征、病情变

化、治疗效果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在治疗过

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儿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

率、体温、血氧饱和度等指标的监测，及时发现异常情

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进

行药物管理，包括药物的配制、给药时间、给药途径等

方面的管理，确保药物的安全和有效性[3]。

除了治疗过程中的护理，休息过程中的护理也非常

重要。护理人员需要为患儿提供舒适的环境，包括保持

室内温度适宜、湿度适宜、噪音小等方面的管理。同

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进行定时翻身、拍背、排痰

等操作，促进患儿的呼吸畅通，预防误吸。在患儿哺乳

后，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进行抚触，增加患儿的亲子

互动，促进患儿的生长发育。

在精细化护理中，护理人员还应教导患儿家属科学

的自我护理方式，让家属能够承担对患儿的照护责任，

配合护理人员的工作。家属护理能够产生更好的护理效

果，由于患儿对母体的亲切感，家属的护理能够更好地

满足患儿的需求，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4]。

总之，精细化护理是一种全面、个性化的护理方

式，可以有效地促进患儿症状的消退，改善肺功能，提

高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在实施精细化护理干预时，护

理人员需要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制定相应的护

理方案，并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保证护理的安

全和有效性。同时，护理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护理

知识，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为患儿提供更为优质的护

理服务。

新生儿因年龄小，免疫能力较差，对病毒的抵抗能

力不足，容易感染肺炎。在病房中，新生儿肺炎患儿病

情往往较为严重，存在生命危险。传统的护理模式下，

护理人员难以为患儿提供细致的护理服务，甚至可能影

响治疗。因此，精细化护理成为了新生儿肺炎患儿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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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

精细化护理要求护理操作精益求精，护理人员在新

生儿肺炎患儿护理工作中能够提高信息、决策、数据以

及护理方法的精准性。在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

对患儿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患儿的生命体征、病情变

化、治疗效果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在治疗过

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儿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

率、体温、血氧饱和度等指标的监测，及时发现异常情

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进

行药物管理，包括药物的配制、给药时间、给药途径等

方面的管理，确保药物的安全和有效性[5]。

在休息过程中的护理也非常重要。护理人员需要为

患儿提供舒适的环境，包括保持室内温度适宜、湿度适

宜、噪音小等方面的管理。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

进行定时翻身、拍背、排痰等操作，促进患儿的呼吸畅

通，预防误吸。在患儿哺乳后，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进

行抚触，增加患儿的亲子互动，促进患儿的生长发育。

精细化护理还要求护理人员在工作中进行细化，保

证各项护理操作落于细节，确保护理流程更加精准、合

理。新生儿肺炎患儿病情危急，精细化护理能够全面控

制护理风险，避免差错，维护患儿健康安全，促进其早

期康复。经研究了解到研究组护理后血气指标比对照组

改善显著，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证
实精细化护理的价值。

在实施精细化护理干预时，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儿

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并严格按照

操作流程进行操作，保证护理的安全和有效性。同时，

护理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护理知识，提高自身的专

业水平，为患儿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

总之，精细化护理是一种全面、个性化的护理方

式，可以有效地促进患儿症状的消退，改善肺功能，提

高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精细化护理还要求护理人员在

工作中进行细化，保证各项护理操作落于细节，确保护

理流程更加精准、合理。在新生儿肺炎患儿护理中，

精细化护理能够弥补传统护理模式的缺陷，提高护理质

量，保障患儿的健康和安全[6]。

在实践中，精细化护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

广。通过对患儿的全面评估和细致护理，精细化护理能

够有效地促进患儿症状的消退，改善肺功能，提高治疗

效果和护理质量。同时，精细化护理还能够减少护理风

险，避免差错，维护患儿健康安全，促进其早期康复。

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新生儿肺炎的预防和控制，提

高患儿的免疫能力，减少患病风险。这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包括医疗机构、家庭和社区等各方面的参与和

支持。

结束语

总之，精细化护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护理方式，对

于新生儿肺炎患儿的治疗和护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

需要进一步推广和应用精细化护理，提高护理质量，保

障患儿的健康和安全。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对新生儿

肺炎的预防和控制，减少患病风险，为患儿提供更为优

质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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