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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在百日咳患儿护理中的价值 

丁亚玲，时金梅，马 俐，钱 露，杨 阳，黄丽娟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芜湖 

【摘要】目的 讨论并明晰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在百日咳患儿护理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收治的百日咳患儿 90 例，进行 1-90 随机编号，偶数患儿为循证组，奇数患儿为常规组，各 45
例，以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对循证组干预，以常规护理对常规组干预。对比临床症状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

炎症相关指标水平、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家属知识掌握情况。结果 与常规组相比，循证组临床各症状持续时间及

住院时间明显较短，炎症相关指标水平更趋于正常值，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仅 4.44%），家属知识掌握情况更优。

上述指标组间相关数据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在百日咳患儿护理中有

较好护理价值，其不仅能更快改善患儿症状，减轻其炎症，促进其康复，且能进一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进一步

提高家属相关知识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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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evidence-based case study nursing strategies in the care of children with pertus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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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clarify the value of evidence-based case study nursing strategy in the care of 
children with pertussis. Methods A total of 90 children with pertus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3 to May 2024 
were randomly numbered from 1 to 90. The even-numbered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the evidence-based group, and the 
odd-numbered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the routine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Evidence-based case analysis was 
used to intervene the evidence-based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was used to intervene the routine group. The dura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hospital stay, the level of inflammation-related indicator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the 
knowledge of family membe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dura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hospital stay in the evidence-bas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e level of inflammation-related 
indicators was more normal,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only 4.44%), and the knowledge of family members 
was better. The comparison of relevant data among the above index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case analysis nursing strategy has good nursing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pertussis,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children more quickly, reduce their inflammation, promote their recovery, but also 
further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famil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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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咳即由百日咳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在临床上具有传染性高、病程易迁延数月、患儿阵发性

痉挛性咳嗽伴“鸡鸣”样回声等特点[1,2]。该疾病主要

以抗菌、防感染及降低并发症等为主要治疗原则，因此

相关护理方式也多围绕在并发症护理、病情监测及相

关知识宣讲上。为进一步促进百日咳患儿的康复，本文

分析并讨论了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在百日咳患儿

护理中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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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我院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收治的百日

咳患儿 90 例，进行 1-90 随机编号，偶数患儿为循证

组，奇数患儿为常规组。一般资料如下：①循证组：45
例、男/女为 8/7，年龄（1.70±0.35）岁，病程（13.58±3.77）
d；②常规组：45 例、男/女为 23/22、年龄（1.76±0.33）
岁、病程（13.51±3.73）d。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包括疾病宣讲、病情监

测、呼吸道护理及医嘱范围内相关护理。循证组在常规

护理上实施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如下： 
1.2.1 建立个性化档案 
患儿入院后应第一时间搜集患儿资料，包括既往

史、过敏药物情况及当前症状与病情严重程度等。 
1.2.2 循证支持 
为进一步制定科学、合理且有效的护理对策，应在

各大学术网站中以“百日咳”、“护理措施”等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以便进一步了解该疾病的临床症状、护理

应用现状及相关护理干预结果等，旨在确定循证问题。

护理措施如下： 
（1）环境护理 
加强患儿病房的环境护理，除日常打扫、环境消毒

与通风外，还应注意季节变化，及时预防粉尘、花粉、

天气等对患儿疾病的影响。 
（2）饮食护理 
依据患儿病情及喂养方式展开不同的饮食护理，

严重痉挛性咳嗽且自主进食困难的患儿应进行鼻饲喂

养，母乳喂养的患儿应日常关注患儿的进食量并叮嘱

家属适宜进食；人工喂养患儿可在奶中加入米粉。为预

防患儿进食后呕吐，应在进食后取患儿右侧卧位，并轻

拍其背部。 
（3）呼吸道管理 
为进一步协助患儿排痰、减轻其咳嗽症状等，给予

其定时雾化吸氧，并日常关注其咳嗽及排痰情况，护理

人员可手动轻拍其背部帮助其排痰，排痰困难或不会

排痰的患儿可以给予其相关化痰药物。 
（4）并发症管理 
为降低患儿出现感染、肺炎等并发症的概率，应每

日定时清除患儿呼吸道分泌物，并密切监测患儿病情。

若患儿伴痉挛性咳嗽、呕吐时，应及时协助医生进行处

理。 
1.2.3 循证观察 
搜集并筛选部分患儿临床资料，并对其应用循证

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方案情况进行分析与讨论，指出

其中的问题及优势，以便进一步对方案进行调整与改

良。 
1.2.4 循证应用 
对改良后的方案进行最后梳理与确认，并将其应

用到临床护理中，若出现新问题则继续对护理方案进

行补充与调整。 
两组患儿均于护理 2 周后进行相关评价。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症状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 
临床症状包括闻及肺部啰音、鸡鸣样回声、痉挛样

咳嗽、咳嗽导致面色青紫、咳嗽导致呕吐，临床护理人

员及主治医生共同记录并核对。 
1.3.2 炎症相关指标水平 
包括白细胞计数（WBC）和 C-反应蛋白检验

（CRP）。 
1.3.3 并发症发生情况 
包括肺炎、支气管炎、营养不良及肺间质改变。注：

并发症发生率=（肺炎+支气管炎+营养不良+肺间质改

变）/组总例数×100.00%。 
1.3.4 家属知识掌握情况 
以自制《患儿家属百日咳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调查

表》评价，该表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即患儿家属的知

识掌握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3.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

±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χ2 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与分析 
（1）临床症状缓解时间：①闻及肺部啰音时间：

循证组（5.94±1.26）d、常规组（7.30±1.30）d。t=5.039、
P=0.001；②鸡鸣样回声时间：循证组（5.62±1.20）d、
常规组（7.15±1.26）d。t=5.899、P=0.001；③痉挛样

咳嗽时间：循证组（6.21±1.33）d、常规组（8.22±1.37）
d。t=7.062、P=0.001；④咳嗽导致面色青紫时间：循证

组（4.88±1.29）d、常规组（6.60±1.26）d。t=6.399、
P=0.001；⑤咳嗽导致呕吐时间：循证组（4.04±1.13）
d、常规组（5.66±1.18）d。t=6.652、P=0.001；（2）
住院时间：循证组（16.19±1.15）d、常规组（19.40±
2.50）d。t=7.825、P=0.001。两组患儿相关数据对比有

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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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护理前后两组患儿炎症相关指标水平比较与

分析 
（1）护理前：① WBC ：循证组（41.17±4.47）

×109/L、常规组（39.96±4.50）×109/L。t=1.280、P=0.204；
② CRP：循证组（16.20±3.05）mg/L、常规组（16.35
±3.10）mg/L。t=0.231、P=0.818；（2）护理后：① WBC ：
循证组（11.15±1.03）×109/L、常规组（14.88±1.06）
×109/L。t=16.929、P=0.001；② CRP：循证组（10.59
±1.11）mg/L、常规组（12.70±1.22）mg/L。t=8.582、
P=0.001。护理后两组患儿炎症相关指标水平均下降，

且循证组相关数据明显优于常规组，对比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3 护理后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与分析 
（1）循证组（n=45）：肺炎 1 例、支气管炎 1 例、

营养不良 0 例、肺间质改变 0 例、并发症发生率 4.44%
（2 例）；（2）常规组（n=45）：肺炎 3 例、支气管

炎 4 例、营养不良 2 例、肺间质改变 1 例、并发症发

生率 22.22%（10 例）。χ2=6.154、P=0.013。统计学检

验有意义（P＜0.05）。 
2.4 护理前后两组患儿家属知识掌握情况比较与

分析 
（1）干预前：循证组（65.73±4.28）分、常规组

（66.02±4.31）分、t=0.320、P=0.750；（2）干预后：

循证组（86.47±3.04）分、常规组（79.35±3.02）分、

t=11.146、P=0.001。干预后，两组数据对比有统计学意

义（P＜0.05）。 
3 讨论 
感染百日咳杆菌后，患儿一般会有 2 天以上的潜

伏期，后随着病情的显现，患儿会出现阵发性痉挛性咳

嗽，且伴“鸡鸣”样吸气性吼声[3,4]。在百日咳卡他期，

患儿症状与普通感冒莱斯，即会出现轻微咳嗽、低热、

喉咙不适等症状，该时期症状可持续 2 周左右；随着

病情的加重与咳嗽症状的凸显，患儿会进入痉咳期，该

时期患儿的咳嗽特点为成串、连续的痉挛性咳嗽后伴

一次深长吸气，这一过程患儿会由于大量空气进入狭

窄声门而发出“鸡鸣”样吸气性吼声，随后又发生一次

痉咳，反复多次，至粘稠痰液大量出现，该时期最长可

持续 2 个月以上。在百日咳恢复期，患儿的咳嗽频率

及严重程度会逐渐减轻，且其咳嗽后呕吐症状也会逐

渐消失[5,6]。 
由于身体免疫力与整体素质相对较弱等因素的制

约，婴幼儿百日咳的临床护理难度较高，且其护理内容

较多[7]。虽然常规护理在百日咳中的护理效果较好，但

其无法进一步缩短症状缓解时间。应针对患儿群体特

征、疾病表现等进一步改进临床护理方式。循证案例分

析的护理策略即护理人员在计划其活动过程中明确、

审慎、明智地将临床经验、患者意愿及科研结论相结

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策的依据，并围绕循证

护理的逻辑制定护理对策[8]。因此该护理方式强调以临

床实践中的问题作为护理的出发点，并注重质量保证

与后期评价。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首先应建立个性化档案，这是该护理方式开

展的前提，然后通过权威的学术网站寻找循证支持，以

便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具体护理措施；其次，进行循证

观察，以便发现问题，点明优势，进一步对方案进行调

整与改良；最后进行循证应用，以便验证及补充该护理

方案。本研究发现：与常规组相比，循证组临床各症状

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较短，炎症相关指标水平更

趋于正常值，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仅 4.44%），家属知

识掌握情况更优。上述指标组间相关数据对比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即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在

百日咳患儿中更具有优势。 
综上，循证案例分析的护理策略在百日咳患儿护

理中有较好护理价值，其不仅能更快改善患儿症状，减

轻其炎症，促进其康复，且能进一步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进一步提高家属相关知识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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