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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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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舒适护理在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

期间，我院接受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 48 例小儿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

理，观察组则采用舒适护理模式。结果 观察组患儿术后躁动程度明显降低，护理依从性和满意度显著提升，且

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大幅下降，差异均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舒适护理在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中的应用，能有效减轻患儿躁动，增强护理顺从性，提升满意度，并减少并发症，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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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the effect of comfortable nursing in pediatric flexible bronchoscopy. Methods A total of 
48 children who underwent flexible bronchoscop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022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l.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agit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rsing compliance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grea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fortable nursing in pediatric flexible 
bronchoscop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hildren's agitation, enhance nursing compliance, improve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complications, which important clinical practi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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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在儿科临床中，是呼吸系

统疾病诊断的关键一环，其地位无可撼动。然而，此检

查涉及侵入性操作，常导致患儿紧张恐惧、咳嗽憋气等

强烈应激反应，不仅提升了检查难度，还可能诱发并发

症，对检查成效及患儿安危构成威胁[1]。舒适护理，一

种新型患者中心护理模式，着重温馨人性化服务，旨在

满足患者身心及社会需求，让诊疗之旅充满舒适与安

宁[2]。近年来，舒适护理在各类临床检查和治疗中的应

用日益广泛，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3]。本研究中，即分

析了小儿纤维支气管检查中使用舒适护理的效果，具

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在我院，筛选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接

受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 48 名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这 48 名患儿均匀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 24 人。对照组中，男患儿 13 名，女患

儿 11 名，年龄跨度自 1 岁至 12 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6.43 岁，标准差为 1.18 岁。而观察组中，男女患儿各

占 12 名，年龄范围在 1 至 1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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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标准差为 1.03 岁。两组患儿的基本信息相似，统

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0.05）。所有患儿均在自愿的

基础上参与研究，并获得了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本研究

亦得到了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与监督。 
纳入条件：需临床确诊为肺炎，符合纤维支气管镜

检查标准，且年龄在 1 至 12 岁之间。排除标准：出血

倾向、心肺功能异常及对检查手术不耐受的情况。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使用常规护理，即按照纤维支气管镜

检查要求进行术前宣教、术前禁食禁水、雾化吸入、心

理护理、术后饮食指导等。 
观察组患儿使用舒适护理： 
（1）术前准备与心理安抚：术前对患儿进行全面

的生命体征监测，包括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如

有异常应及时报告医生。手术前夜，推荐孩子食用米粥、

面条等易消化餐食，远离肉类、蛋类及油炸食品。通过

阐述检查缘由、流程安全，并展示相关器械与温馨环境，

以缓解孩子的紧张与不安。鼓励家长陪伴患儿，提供情

感支持，并允许家长在检查过程中与患儿保持沟通。 
（2）术中舒适护理：使用利多卡因等局部麻醉药

物进行麻醉，以减轻检查过程中的疼痛和不适感。密切

监测麻醉药物的反应，确保患儿在检查过程中保持适

当的麻醉深度，避免呼吸抑制和呼吸困难。将患儿置于

舒适的体位，通常取仰卧位，头部略向后仰，以便纤维

支气管镜顺利进入。操作时，医护人员需手法轻柔且熟

练，谨防伤害患儿。时刻留意患儿情绪，如遇紧张，可

轻握其手安抚，用言语给予正面的肯定与激励。 
（3）术后护理与观察：①术后饮食调护：手术后

两小时，需严格禁食禁水，以防麻醉效力下食物误入气

管。两小时后，可尝试温水，确认无呛咳或喉部不适，

方可恢复饮食，推荐半流质、清淡、易消化食品，诸如

温热的小米粥、清爽的蔬菜汤等。②病情监测：密切关

注患儿生命体征，尤其是呼吸状况与口唇色泽。警惕胸

痛、呼吸困难或突发剧烈哭闹等气胸症状，一旦发现异

常，立即报告医生。③疼痛舒缓：按医嘱执行雾化吸入，

以缓解喉头水肿与疼痛。劝慰患儿少言，避免剧烈咳嗽，

以免牵动肺部，导致出血。④情绪安抚与心理支持：安

抚患儿，使其保持安静和放松，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

向患儿及家长解释术后可能出现的不适感，如鼻腔、咽

部不适或头痛、头晕等，并告知这些症状多数经休息后

可逐渐缓解。 
（4）并发症防控：术中实施心电监测与血氧饱和

度观察，适时吸氧。术后紧盯患儿缺氧反应，一旦发现

加重，立即干预，确保患儿舒适度。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儿躁动情况和护理依从性。其中

躁动情况采用 PAED 术后躁动评分评估，分数越高患

儿躁动情况越严重；护理依从性采用本院自制依从性

量表，分数越高则患儿护理依从性越好。（2）对比两

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情况，主要记录出现的发热、喉痉挛、

喉部水肿和黏膜出血的并发症总发生率。（3）评估两

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采用本院特制量表，家长可将

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三类。通过“（非

常满意+满意）/总人数×100%”公式计算，对比家长

的总体满意程度。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采用 SPSS23.0 软件展开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 t 值，“ sx ± ”呈现并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并

以百分比展示，当 P＜0.05 时，认为数据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 
2 结果 
2.1 躁动情况与依从性对比 
研究显示，观察组患儿 PAED 分数低于对照组，

且依从性更佳，两组差异显著（P＜0.05），具体数据

参见表 1。 
2.2 并发症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患儿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

较对照组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2.3 护理满意度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护理总满意显著较对照组

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躁动情况与依从性对比（ sx ± ） 

组别 PAED 评分（分） 依从性评分（分） 

观察组（n=24） 11.02±2.11 82.68±2.20 

对照组（n=24） 14.27±2.25 75.47±2.40 

t 5.162 10.849 

P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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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对比[n,(%)] 

组别 发热 喉痉挛 喉部水肿 黏膜出血 总发生率 

观察组（n=24） 1（4.17%） 0（0.00%） 0（0.00%） 0（0.00%） 4.17% 

对照组（n=24） 3（%） 0（0.00%） 2（8.33%） 1（4.17%） 25.00% 

χ2 - - - - 4.181 

P - - - - 0.041 

表 3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总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24） 18（75.00%） 5（20.83%） 1（4.17%） 4.17% 

对照组（n=24） 12（50.00%） 5（20.83%） 7（29.17%） 29.17% 

χ2 - - - 5.400 

P - - - 0.020 

 
3 讨论 
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是一种常用的呼吸系统疾

病诊断手段，广泛应用于支气管异物取出、支气管内膜

活组织检查以及肺部包块检查等。常规护理在小儿纤

维支气管镜检查中主要侧重于简单的术前准备和术后

注意事项的口头告知，往往缺乏对小儿术后心理状态

的充分关注，可能导致小儿在检查后出现躁动、不安的

情绪，影响术后恢复[4]。相比之下，舒适护理的应用在

临床中展现了一定优势。 
舒适护理，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护理方式，全方位

照顾患儿的心理与生理需求。进行小儿纤维支气管镜

检查前，它运用心理安抚与流程介绍等手段，让患儿心

灵得以慰藉，恐惧与抗拒情绪得以有效缓解[5]。术中通

过握住患儿的手、保持温湿度适宜等措施，增加患儿的

安全感，从而减少术后躁动，提高检查的顺利进行[6]。

舒适护理在术前对小儿及其家属进行详细的健康教育，

介绍检查过程、术后注意事项等，有助于提高护理依从

性，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7]。此外，舒适护理注重患儿

和家属的情感支持和关怀，通过专业的护理知识和人

文关怀，提高了患儿和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此外，

舒适护理注重小儿及其家属的心理支持和关怀，通过

专业的护理服务和人性化的干预方法，让小儿感受到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放松，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8]。 
综上，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采用舒适护理，可减

轻术后躁动，提升依从性，减少并发症，并极大提高患

者及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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