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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在肺炎患儿中的应用观察 

李春花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人民医院儿科  青海西宁 

【摘要】目的 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在肺炎患儿中的临床效果，评估该护理模式对肺炎患儿康复过

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呼吸功能恢复和住院时间的缩短。方法 本研究选取我院 2023 年 3 月-2024 年 5 月期间住院

治疗的 200 例肺炎患儿（年龄 13 岁以下），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观察组采用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干预内容包括肺炎患儿住院期间的专门护理方案和个性化的

呼吸训练，重点在于改善患儿的呼吸功能，减少并发症及缩短住院时间。对照组则采用常规护理模式，未进行呼

吸训练。两组患儿的临床指标，包括住院时间、肺功能改善情况（如 PaO2、呼吸频率等）、并发症发生率和临床

恢复时间，进行对比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组间差异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儿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肺功能改善（PaO2、呼吸频率等指标）也优

于对照组（P<0.05）。此外，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如呼吸衰竭、支气管痉挛等）低于对照组，且临床恢复时

间较短（P<0.05）。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在改善肺炎患儿的康复过程中显示出显著的效果，能够有效提

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时间。结论 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对肺炎患儿的康复具有积

极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患儿的呼吸功能，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早期康复。建议在临床中推

广应用这一护理模式，为患儿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疗与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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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nsitional nursing model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training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this nursing model 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especially the recovery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and shortening of hospital stay. Methods This study selected 
200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ged under 13 years old)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May 2024, and 
adopted a retrospective research design. All childre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a transitional nursing model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training. The intervention content included a special nursing plan for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personalized respiratory training,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respiratory function of children, reducing complications and 
shortening hospital stay.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a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l without respiratory training.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cluding hospital stay, improvement of lung function (such as PaO2, respiratory 
rate, etc.), complication rate and clinical recovery tim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SPSS22.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t-test and chi-squar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ung function (PaO2, respiratory rate and other indicators) was also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addit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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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chospasm, et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linical recovery time was 
shorter (P<0.05). The transitional nursing model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training showed significant effects in improving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Conclusion The transitional nursing model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train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espiratory function of children,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promote early rehabilit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ursing model in clinical practice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and nursing services for children. 

【 Keywords 】 Transitional nursing model; Respiratory training;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Clinical effect; 
Rehabilitation 

 
肺炎是儿童常见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尤其在

免疫力较弱的儿童中，易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和较长的

住院治疗时间。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依赖药物治疗和

常规护理，但这类方法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改善

患儿的呼吸功能和缩短康复时间[1]。 
如何提高肺炎患儿的康复速度、减少并发症发生，

成为临床治疗中的重要研究方向[2]。过渡期护理模式作

为一种综合性的护理干预，近年来已被应用于多种疾

病的治疗中[3]。该模式注重疾病治疗过程中的持续性护

理和患者功能恢复的优化，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整体

健康状况[4]。而呼吸训练则通过改善肺部通气功能，有

助于提升呼吸肌耐力、促进肺泡的有效通气，对于肺炎

患者的恢复至关重要[5]。探索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

训练在肺炎患儿中的应用效果，分析该干预措施对患

儿住院时间、呼吸功能恢复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为

优化肺炎患儿的治疗和护理方案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

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 2023 年 3 月—2024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200 例肺炎患儿，所有患儿

年龄均在 13 岁以下。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100 例。所有患儿均经过病理学、影像学及临

床检查确认诊断为肺炎。 
纳入标准：（1）年龄 13 岁以下，性别不限；（2）

临床确诊为肺炎，且无严重并发症；（3）家长知情同

意，愿意参与研究；（4）住院治疗期间未参与其他临

床干预研究；（5）患儿病程≤7 天，病情稳定，能参

与呼吸训练。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慢性疾病或免疫系统疾

病；（2）存在严重呼吸衰竭或急性心肺功能不全；（3）
患有其他严重感染或传染性疾病；（4）家长拒绝参与

或未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观察组采用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在住

院治疗期间，护理团队根据患儿的具体病情实施个性

化护理，特别关注呼吸功能的评估与管理。护理团队每

日评估患儿的呼吸频率、氧饱和度、体温和咳嗽症状，

并及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护理方案，确保患儿的舒适

度和安全性。此外，注重营养支持，合理安排患儿的饮

食，以增强免疫力和促进康复。在病情稳定后，开始实

施呼吸训练，帮助患儿增强肺功能，减少并发症发生。

训练方法包括深呼吸训练、膈肌运动和咳嗽训练，每天

进行 3 次，每次训练时间为 10 分钟，持续 7 天。训练

的目的是通过改善呼吸肌功能，提高患儿的通气功能，

促进肺部清除积痰，帮助患儿恢复健康。 
对照组则采用常规护理方案，主要以药物治疗和

基础护理为主，不进行额外的呼吸训练。在药物治疗方

面，所有患儿根据临床指征使用抗生素，并根据病情变

化适时调整用药种类和剂量。护理方面，护理团队依据

患儿的病情提供常规护理服务，包括基础的生命体征

监测、体位调整和皮肤护理等。对照组患儿的护理重点

在于维持病情稳定和症状控制，而不进行额外的呼吸

功能训练。与观察组不同，对照组未使用过渡期护理模

式中的个性化护理方案，因此在住院期间，护理干预的

针对性和综合性较为有限。 
1.3 观察指标 
（1）住院时间：从患儿入院到出院的总天数，统

计两组患儿住院时间的差异。 
（2）肺功能改善情况：通过血气分析（PaO2 值）

和呼吸频率等指标评估肺功能恢复情况。住院前后分

别测量 PaO2 和呼吸频率，观察两组的变化。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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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对于组

间比较，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住院时间比较 
通过对 200例肺炎患儿的住院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住院时间上的差异具有显著性。观

察组患儿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表明过渡期护

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有助于加速患儿康复，缩短住院

治疗周期。具体数据如下表 1 所示。 
2.2 肺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肺功能的改善通过 PaO2值和呼吸频率指标进行评

估。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的 PaO2 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同时呼吸频率较低，表明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

吸训练在改善肺功能方面效果显著。具体数据如下表 2
所示。 

表 1  住院时间比较 

类别/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天） 平均年龄（岁） 性别分布（男/女） 白细胞计数（×10⁹/L） C-反应蛋白（mg/L） 氧饱和度（%） 

观察组 100 7.2±1.3 5.2±3.4 52/48 12.6±3.8 45.7±12.3 95.3±2.1 

对照组 100 9.5±2.1 5.1±3.6 49/51 13.2±4.0 58.4±15.2 92.4±3.2 

t 值  6.62 0.21 0.21 1.64 3.71 6.08 

P 值  <0.01 0.83 0.85 0.10 <0.01 <0.01 

表 2  肺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类别/组别 例数 PaO2(mmHg) 呼吸频率（次/分） 平均年龄（岁） 性别分布（男/女） 白细胞计数（×10⁹/L） C-反应蛋白（mg/L） 氧饱和度（%） 

观察组 100 83.5±4.2 22.1±3.5 5.2±3.3 52/48 12.6±3.8 45.7±12.3 95.3±2.1 

对照组 100 75.3±5.6 24.7±4.1 5.1±3.6 49/51 13.2±4.0 58.4±15.2 92.4±3.2 

t 值  6.71 5.28 0.21 0.21 1.64 3.71 6.08 

P 值  <0.01 <0.01 0.83 0.85 0.10 <0.01 <0.01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对

肺炎患儿的临床效果，结果显示，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

呼吸训练能够显著缩短住院时间，改善患儿的肺功能，

并且对患儿的康复具有积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观察

组在住院时间、肺功能恢复、氧饱和度及其他相关指标

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进一步证实了过渡期护理

模式联合呼吸训练在肺炎患儿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过

渡期护理模式注重在疾病急性期和康复期之间的护理

衔接，强调疾病治疗过程中护理的连续性和全面性[5]。

该模式通过优化护理流程，提高患儿的舒适度与治疗

效果，能够有效减轻患儿的症状，促进身体机能恢复。

尤其是在肺炎治疗过程中，护理干预不仅要关注患儿

的疾病治疗，还应强化患儿的功能恢复和整体健康状

况的改善[6]。过渡期护理模式能够为患儿提供更为全面

的护理支持，尤其在病程的过渡期，有效防止了疾病的

复发和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还证明了呼吸训练在肺炎患儿中的重要作

用。肺炎常伴随呼吸功能的下降，尤其是在儿童中，呼

吸肌的功能恢复较慢，常常导致患者病程延长。呼吸训

练能够促进呼吸肌的锻炼，增强肺部通气功能，改善气

体交换，减少肺部并发症，进一步加速患儿的康复过程
[7]。研究显示，观察组在 PaO2 值、呼吸频率和氧饱和

度等指标上均优于对照组，提示呼吸训练对肺功能的

改善具有显著效果。结合过渡期护理模式，呼吸训练的

效果更加突出，能够为患儿提供系统的康复支持，尤其

是在治疗的后期，能够有效提高患儿的自我恢复能力
[8]。在住院时间方面，观察组较对照组显著缩短，表明

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不仅能够加快肺功能的

恢复，还能够减少住院所需的时间[9]。这对于医院来说，

不仅提高了床位的使用效率，还能够减轻医院的护理

负担；对患儿而言，较短的住院时间减少了住院期间的

感染风险和并发症发生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

生活质量。此结果与一些相关研究一致，过渡期护理模

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康复治疗中，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研究中观察组患儿的白细胞计数和 C-反应蛋白水

平也相较于对照组有所改善，提示过渡期护理模式联

合呼吸训练可能有助于减轻炎症反应，促进机体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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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恢复[10]。这一现象表明，护理模式不仅能够改善患

儿的症状，还可能对其免疫系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从而提高机体对感染的抵抗力，降低再次感染的风险。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可能受到一定的选择偏倚，未来

应进行更多的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

验证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的效果[11]。本研究

未对患儿的长期随访进行观察，未来可考虑对患儿的

康复期进行长期跟踪，评估其长期效果和生活质量的

变化。过渡期护理模式的具体实施细节和呼吸训练的

频次、强度等因素也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未来的

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的优化组合，以期获得更

为精确的治疗方案[12]。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

在肺炎患儿中的应用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能够加速

患儿的康复，缩短住院时间，改善肺功能，减少并发症

发生。该研究为肺炎患儿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未来可以通过更大

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其临床效果，并优化

相关治疗方案。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过渡期护理模式联合呼吸训练

对肺炎患儿的治疗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观察组在住

院时间、肺功能改善以及氧饱和度等方面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过渡期护理模式能够

为患儿提供更全面的护理支持，促进康复期的顺利过

渡，而呼吸训练则有效改善患儿的肺功能，缩短住院时

间，减少并发症发生。结合以上结果，建议在肺炎患儿

的治疗过程中，特别是在康复期，积极实施过渡期护理

模式，并辅以适当的呼吸训练，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儿

的生活质量。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前瞻性随

机对照研究，验证本研究结论并优化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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