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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发热患者在门诊静脉输液中的护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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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儿肺炎发热患者在门诊静脉输液过程中的有效护理策略。方法 选取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儿科门诊接受静脉输液治疗的 80 例小儿肺炎发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观察组采用综合护理策略，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两组患

儿的并发症发生率、静脉输液渗出率以及患儿康复情况等指标，评估不同护理策略的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儿在

并发症发生率、静脉输液渗出率方面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患儿康复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综合护理策略在小儿肺炎发热患者的门诊静脉输液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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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strategy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fever in outpatient intravenous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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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nursing strategies for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fever in the course of outpatient intravenous transfusion.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80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fever who received intravenous infusion treatment in the pediatric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strategy, control group adopt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strategies were evaluate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omplication 
rate, the leakage rate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children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cation rate and leakage rate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strategy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outpatient intravenous 
transfusion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fever, and should be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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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尤其

在婴幼儿群体中发病率较高[1]。该病主要由细菌、病毒

等病原体感染引起，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急促、

肺部湿啰音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等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2]。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静脉输液已成为小儿肺炎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

迅速将药物输送到体内，发挥治疗作用[3]。然而，由于

小儿患者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特点，如血管细、易哭闹、

不配合等，给门诊静脉输液护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近

年来，随着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综合护理策略逐渐受

到临床重视。该策略强调以患儿为中心，结合患儿的具

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旨在提升护理质量和

患儿的治疗效果[4]。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综合护理策

略在小儿肺炎发热患者门诊静脉输液过程中的应用效

果，以期为临床提供科学、有效的护理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在

我院儿科门诊接受静脉输液治疗的 80例小儿肺炎发热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均符合小儿肺炎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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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且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症状。将患儿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观察组患儿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范围在 6 个月至 7 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3.50±1.25）岁；病程在 1 至 7 天之间，平均

病程为（3.25±1.50）天。对照组患儿中，男性 21 例，

女性 19 例；年龄范围在 7 个月至 6 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3.45±1.30）岁；病程在 1 至 6 天之间，平均病程

为（3.15±1.45）天。两组患儿基线资料均衡（P＞0.05），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符合小儿肺炎的诊断标准；伴

有不同程度的发热症状；年龄在 6 个月至 7 岁之间；

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有其

他严重疾病者；对研究药物或治疗方法过敏者；中途退

出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方法，主要包括： 
（1）病情观察：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如体

温、呼吸、心率等指标，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2）静脉输液护理：按照常规操作程序进行静脉

穿刺和输液，注意无菌操作，避免感染。 
（3）健康教育：向患儿家属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

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提高其认知水平和配合度。 
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护理

策略，具体内容如下： 
（1）个性化护理方案制定：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

如年龄、病情、心理状态等，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患儿，采用更加温和、耐心的护

理方式；对于病情较重的患儿，加强病情观察和监测。 
（2）心理护理干预：针对患儿的恐惧、焦虑等心

理状态，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通过讲故事、播放儿歌

等方式，转移患儿的注意力，减轻其恐惧感。同时，加

强与患儿家属的沟通，了解其需求和担忧，提供必要的

心理支持和帮助。 
（3）体位护理：根据患儿的病情和输液需要，调

整其体位。例如，对于伴有呼吸困难的患儿，采用半卧

位或坐位，以减轻肺部负担；对于伴有腹胀的患儿，采

用头高脚低位，以促进胃肠蠕动和排气。 
（4）疼痛管理：在静脉穿刺过程中，采用无痛或

微痛穿刺技术，减轻患儿的疼痛感受。同时，对于伴有

疼痛的患儿，给予适当的镇痛药物或物理治疗方法，缓

解疼痛症状。 
（5）并发症预防与护理：加强并发症的预防和护

理。例如，对于伴有发热的患儿，及时给予物理降温或

药物降温；对于伴有咳嗽、咳痰的患儿，给予拍背、吸

痰等护理措施；对于伴有静脉输液渗出的患儿，及时给

予冷敷、抬高患肢等处理措施。 
（6）家属参与教育：鼓励患儿家属参与护理工作，

提高其护理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强对患儿家属的健康

教育，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治疗方法和护理要点，提

高其认知水平和配合度。 
1.3 观察指标 
（1）并发症发生率：包括静脉炎、过敏、感染等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2）静脉输液渗出率：观察并记录患儿在静脉输

液过程中发生渗出的次数和比例。 
（3）患儿康复情况：观察并记录患儿的康复情况，

包括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咳嗽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

时间等指标。 
1.4 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均由SPSS 23.0处理，计量资料以（%）

形式展现，采用 χ2 检验分析；另，计量资料以（ sx ± ）

表示，运用 t 检验处理。当差异符合统计学条件的时候，

P＜0.05。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观察组 40 例患儿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仅为 5.00%

（过敏 1 例，感染 1 例），相较于对照组的 20.00%（静

脉炎1例，过敏3例，感染4例）具有显著差异（χ²=4.114，
P＜0.05），这一结果彰显了观察组在降低并发症方面

的优越性。 
2.2 两组静脉输液渗出率的比较 
观察组 40 例患儿静脉输液渗出率仅为 2.50%，低

于对照组的 22.50%（χ²=6.672，P＜0.05），这一显著

差异凸显了观察组在控制输液渗出方面的卓越成效。 
2.3 两组患儿康复情况的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观察组患儿在体温恢复正常时

间、咳嗽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等方面均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小儿肺炎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其发

病率较高，且病情复杂多变[5]。该病主要由细菌、病毒

等病原体感染引起，临床表现多样，包括发热、咳嗽、

呼吸急促、肺部湿啰音等症状[6-7]。静脉输液作为小儿

肺炎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迅速将药物输送到体

内，发挥治疗作用[8]。然而，由于小儿患者的特殊生理

和心理特点，如血管细、易哭闹、不配合等，给门诊静

脉输液护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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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康复情况的比较（ sx ± ，天） 

组别 例数 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观察组 40 3.22±0.33 5.16±0.52 6.00±0.70 

对照组 40 4.58±0.51 7.21±0.75 8.50±1.03 

t 值  6.457 6.052 6.56 

P 值  <0.05 <0.05 <0.05 

 
因此，探讨有效的护理策略对于提升护理质量和

患儿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综合护理

策略对小儿肺炎发热患者进行门诊静脉输液护理。综

合护理策略强调以患儿为中心，结合患儿的具体情况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10]。该策略不仅关注患儿的病

情变化和治疗效果，还注重患儿的心理状态、体位护理、

疼痛管理以及并发症预防与护理等方面。通过实施综

合护理策略，能够全面提升护理质量和患儿的治疗效

果。对照组采用的常规护理方法虽然能够满足基本的

护理需求，但在个性化护理、心理护理干预、体位护理、

疼痛管理以及并发症预防与护理等方面存在不足。这

些不足可能导致护理效果欠佳，影响患儿的治疗效果

和康复进程。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观察组患儿在并发

症发生率、静脉输液渗出率方面低于对照组（P＜0.05），
这表明综合护理策略在预防并发症和减少静脉输液渗

出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同时，观察组患儿在体温恢复正

常时间、咳嗽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等方面均优

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综合护理策略能够加速

患儿的康复进程。这些结果与综合护理策略的优势密

切相关。综合护理策略注重个性化护理方案的制定和

实施，能够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同时，该策略还注重心理护理干预、体位护理、疼

痛管理以及并发症预防与护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够全

面提升护理质量和患儿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策略在小儿肺炎发热患者的

门诊静脉输液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和静脉输液渗出率，提升患儿康复情况，建

议在临床中推广应用。同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综合护理策略的具体实施细节和效果评估方法，以

不断完善和优化该策略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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