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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健康教育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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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强化健康教育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1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收治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45 例。对照组 45 例

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 45 例实施强化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结果 对比两组患儿体温恢复时间、总治疗时间、

症状消失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其试验组患儿明显低于对照组，而且实验组患儿家属对门诊护理满意度要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强化健康教育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各项护理指标都要

显著优于常规护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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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children. Methods Ninety children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4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45 c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trengthened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Comparing the temperature recovery time, total treatment time, symptom disappearance tim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i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hildren with outpatient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n various nursing 
indicators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children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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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其发病

率非常高，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严重威胁患儿身体健康，

也对患儿生活带来各种不良影响。在临床上传统的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侧重于症状缓解与基础照料，对于健

康教育这一环节看的并不是很重。而家长因疾病知识

匮乏，因此导致患儿疾病反复发作，康复缓慢[1]。而健

康教育则不同，它在深度剖析疾病根源的基础上为患

儿制定了科学的全程康复规划，为患儿身体康复各阶

段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导，有效促进了患儿身体康复，降

低了各种不良反应发生。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收治的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患儿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电脑随机分

配法，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45 例。对照组 45 例（男

23/女 22，平均年龄 5.36±2.17岁）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实验组 45 例（男 30/女 15，平均年龄 5.02±2.41 岁）

实施强化健康教育护理干预。两组患儿性别、年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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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基本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 45 例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 45

例患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健康教育护理干预，

患儿入院后专职护理人员开展患儿身体全方位评估，

在综合患儿年龄、体质、病情严重度以及居家照顾等习

惯了解的基础上为患儿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具体

护理方法如下。（1）上呼吸道知识讲解，每周二，科

室准时开展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健康知识讲座，活

动开始，医护人员向患儿家属发放健康手册。然后通过

视频动画方式将病毒细菌侵袭致发病的根源，及飞沫、

接触等传播路径，动态进行一一呈现，便于家长领会防

控要点。知识健康教育结束，医护人员耐心回答患儿家

长疑惑，并提问患儿家长关于疾病方面的知识。（2）
生活健康护理指导，在作息规划上，医护人员按照不同

年龄段特点打造科学时间表，全面助力患儿养成规律

作息，促进身体康复。并告知患儿家长，将室内温度调

到 22 到 24 度，湿度 50%到 60%左右，为患儿营造

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饭后让患儿做好口腔护理，并远

离人群做好疾病预防护理。（3）症状护理指导，密切

监测患儿体温，及时掌握患儿体制变化，必要时采取适

当的降温措施，让患儿更换汗湿的衣服，此外医护人员

采用正确方式手把手指导患儿家长给患儿拍背以此促

进痰液松动排出，减轻呼吸道堵塞，助力患儿病情恢复。

（4）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用药护理教育，护理人员告

知患儿家属，患儿用药需严谨，退烧药，体温超 38.5℃
才用，按医嘱剂量，两次间隔超 4 小时。用药期间观察

有无皮疹等过敏反应。止咳药分干咳、湿咳，用药时多

喂水助药效发挥，有异常及时反馈医护。（5）饮食指导，

儿科医生、营养专家及护理人员在依据患儿个体营养状

况以及消化能力的基础上为患儿科学定制每周食谱，在

执行医嘱过程中，医护人员将饮食要点详细的传达给家

属，并告知家属食物质地，喂食频次、饮食禁忌。 
1.3 观察指标 
（1）对比观察两组患儿体温恢复时间、总治疗时

间、症状消失时间。 
（2）对比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家属对门

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t 和 “͞x

±s”表示计量资料，χ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时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体温恢复时间、总治疗时间、症状消

失时间对比 
2.2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家属对门诊护理

满意度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两组患儿体温恢复时间、总治疗时间、症状消失时间对比（d， sx ± ） 

组别 例数 体温恢复时间 症状消失时间 总治疗时间 

对照组 45 3.42±0.73 3.36±0.60 6.04±0.25 

试验组 45 2.14±0.27 2.08±0.18 4.21±0.21 

t - 11.031 13.707 37.599 

P - 0.001 0.001 0.001 

注：实验组患儿体温恢复时间、总治疗时间、症状消失时间均要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不良反应 满意度 

反复发热 鼻腔堵塞 耳部疼痛 不良反应发生率（%）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5 11 3 3 17（38%） 16 19 10 35（77%） 

实验组 45 2 1 2 5（11%） 32 10 3 42（93%） 

t - - - - 8.663 - - - 4.405 

p  - - - 0.003 - - - 0.036 

注：实验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此外实验组护理满意度要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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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试验深入探究了强化健康教育对小儿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护理的成效，收获显著，意义深远。在临床上

常规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护理缺点诸多，首先健康

教育成分很少，只是简单的疾病名称、用药方法、复诊

时间等信息告知，家长想要知道的信息很少且零散，因

此在日常照料中无法构建起科学系统的防护认知，所

以患儿疾病反复发作[2-3]。与此同时医护人员按部就班

的执行医嘱，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患儿个体差异，病情跟

踪只是局限于住院期间，缺乏院后疾病防护指导，所以

患儿身体预后欠佳。而强化健康教育在小儿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护理上优势显著，充满人性科学化的精神内

核，设身处地的为患儿及家属考虑，显著的提升了患儿

家长对疾病的认知与对疾病的防护水平。 
    在此次实验探究中，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

理干预，实验组实施强化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比常规

护理，实验组患儿家属疾病知识认知程度要深于对照

组。疾病的根源、传播路径、发病症状实验组家属了解

的更为透彻，此外症状辨别、严重程度区分，防护与护

理水平都要远超于对照组家属[4-5]。而且个性化饮食指

导与疾病防护教育，护理人员手把手的指导，再次加强

了患儿家属对疾病预防及护理的记忆，使他们在日常

疾病防护上得心应手[6-9]。此次试验统计中，实验组患

儿的总治疗时间、体温恢复时间、症状消失时间均要低

于对照组，其数据通过处理计算，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 P＜0.05，这充分证实了科学全面的健康教育对患儿

身体康复作用巨大，它精准助力家长护理患儿，依照患

儿状况灵活施护，不仅有效缓解了患儿疾病不适感又

预防了疾病的反复发作。而且实验组患儿通过科学护

理，其发热、咳嗽、鼻塞各种不良症状都要低于对照组，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8%，实验组不良发应发生

率为 11%，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结果显著，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此外实验组患儿家属对

门诊的护理满意度要高于对照组家属，对照组家属对

门诊的护理满意度为 77%，实验组家属护理满意度为

93%，两组相比，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强化健康教育为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护理带来全方位革新，成果显著。于知识传递层面来

说，家长深度掌握病因病理、防护细则，认知跃升助力

主动护理。从康复进程方面来谈，科学的饮食与作息指

导，有效减少了患儿发热、咳嗽等不良症状的发生。而

且护理人员人文化的护理精神，专业耐心的与患者家

属沟通交流，不仅拉近了医护关系，而且极大的增进了

家长对医护团队的信任感。在本次实验中，强化健康教

育护理干预效果显著高于常规护理干预模式，强化健

康教育护理干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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