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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肺炎雾化中实施童趣诱导联合前馈控制护

理效果及对肺功能改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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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探究支气管肺炎患儿于雾化吸入治疗期间联合应用童趣诱导、前馈控制护理所取效果，评估对肺功能水平的影

响。方法：样本录入时间选择2024年3月 -2025年3月，入组对象均选取收治于儿科的支气管肺炎患儿，入试样本

共计86例，经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处理，入试患者被划分为占比均等的两组（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采取常规

护理，观察组应用童趣诱导联合前馈控制护理，对比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评估护理依从性以及护理前后肺功

能水平变化情况。结果：统计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用时较短的一组为观察组，差异为（P<0.05）；采取相应护理

措施后，观察组依从性各项评价指标测数值偏高，和对照组相比（P<0.05）；护理实施后，两组患儿肺功能水平明显

改善，观察组患儿各指标参数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为（P<0.05）。结论：予以支气管肺炎患儿雾化吸入治疗的

同时辅助应用童趣诱导、前馈控制护理具有较高可行性，可加速肺功能水平康复进程，有利于缩短各项临床症状持续

时间，提高治疗以及护理期间的依从性，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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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childlike induction and feedforward control nursing during 

aerosol inhalatio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pneumonia, an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n lung 

function levels. Methods: The sample entry time was selected from March 2024 to March 2025. The 

enrolled subjects were all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pneumonia admitted to the pediatrics department. 

A total of 86 samples were enroll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equal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pplied childlike induction combined with feedforward control nursing.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nursing compliance, and changes in lung function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horter time for symptom disappearanc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fter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for various compli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Following nursing implementation, both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ung function levels,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v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parameter valu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childlike induction and feedforward control nursing during 

aerosol inhalatio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pneumonia is highly feasible. It can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lung function levels,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 

compliance during treatment and nursing. This approa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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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研究观察对象选取本院建立健康档案的支气管肺炎患儿，确

定研究起止时间为2024年3月 -2025年3月，入试样本量86例，

在随机数字表法指导下均衡分组，小组名称：对照组、观察组，

各43例。对照组入组对象性别构成比例为男性27例，女性16

例，年龄选取区间介于2-9岁，均值为（5.44±1.15）岁；病程

1-10d，均值（5.55±1.09）d。观察组入组对象囊括男童29例，

剩余14例为女童，年龄介于2-8岁，平均（4.89±0.94）岁；病

程2-8d，均值（4.41±0.62）d。将两组患儿上述基本信息均录入

EXCEL表格整理，经统计学软件差异性分析，结果为 P>0.05，

证实研究均衡、有比较价值。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二）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儿入院就诊时家属代诉存在发热、气促、咳

嗽等症状；②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支气管肺炎，具有相关特征性

改变，疾病诊断标准参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4]有关描述；③经

评估无雾化吸入治疗禁忌证、药物过敏史；④诊疗资料完整；⑤

患儿监护人知悉研究内容。

排除标准：①因哮喘、先天性心脏疾病引起的非感染性肺部

疾病者；②在流感、结核病等因素影响下发生呼吸道感染者；③

受异物吸入引起呼吸道感染症状者；④表现为免疫功能缺陷、血

液系统疾病者；⑤患有先天性疾病者；⑥合并多动症以及情绪障

碍者；⑦临床资料缺失，因主、客观因素未能完成研究。

（三）方法

1.对照组：所用护理模式为常规护理，遵医嘱予以患儿用药

指导，及时清除患儿呼吸道存在的分泌物，帮助其定期变换舒适

体位，每间隔6h拍背排痰1次，告知家属予以患儿高蛋白、易消

化的半流食，治疗期间动态监测体温变化情况，加强症状管理，

如有异常发生及时反馈。

2.观察组：实施童趣诱导 +前馈控制护理：（1）童趣诱导：

①在科室设立童趣化诱导室：可将儿科病房粉刷为黄色、粉色等

暖色调，在病区墙壁粘贴卡通画，并设定游戏区，放置积木、玩

偶等，帮助患儿在雾化吸入治疗期间转移注意力，减轻患儿面对

陌生医疗环境时所产生的恐惧心理。②童趣化教育：护理人员主

动和患儿沟通交流，询问患儿是否有喜爱的动画片，结合动画内

支气管肺炎是指多发于儿童群体的呼吸系统炎性疾病，分析其致病原因主要在于病毒、细菌以及支原体感染，在肺泡、支气管壁形

成炎症灶以后引起咳嗽、发热、呼吸急促等临床症状 [1]。针对该疾病常用抗病毒、抗菌类药物进行治疗，采取雾化吸入方式可以提高病

灶局部用药浓度，充分发挥药效，达到减轻临床症状以及控制病情进展的效果，患儿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考虑患儿年龄特征，在雾化吸

入治疗期间很容易出现抵触等负性情绪，影响治疗效果，如此在患儿雾化吸入治疗期间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尤为关键 [2]。考虑到患儿年

龄特点，容易被充满童趣的东西所吸引，本次采取童趣诱导措施，结合患儿爱好采取童趣护理措施，转移疾病注意力，可提高护理依

从性。前馈控制属于前瞻性服务模式，在护理前针对风险事件有效甄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可提高护理服务质

量 [3]。为此，本文展开随机对照试验，选取支气管肺炎患儿若干例入组，在雾化吸入治疗的同时联合应用童趣诱导、前馈控制，就研究

内容、实施效果分析如下。

容设置问题，确保题目难度适中，促使患儿在问题解答时获得成

就感，对于依从性良好者予以语言鼓励以及贴纸表扬，促使其在

后续治疗、护理期间继续配合。③认知干预：面向患儿、家属，

由护理人员介绍支气管肺炎有关知识，鼓励患儿学习卡通人物勇

敢等正向形象，提高其治疗自信心，以免发生哭闹以及抗拒治疗

等现象。④童趣化演示雾化吸入流程：护理人员可利用卡通形象

以及动画视频的形式演示雾化吸入操作流程，帮助患儿克服雾化

吸入期间的恐惧感，在治疗过程中应用动漫卡片组织竞猜活动，

转移患儿注意力，促使其顺利完成治疗。（2）前馈控制：①循证

分析确定风险因素：由科室护士长以及责任护理人员相互协作，

自万方、知网、维普等多个数据库中以“小儿支气管炎、护理”

为关键词，查找有关文献资料，结合儿科实际情况、雾化吸入流

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汇总，共同探讨并总结风险控制措施。②护

理流程优化：将雾化吸入流程以宣传手册、科普视频的形式进行

设计，便于患儿以及家属对于雾化吸入操作原理、方法、预期效

果直观了解，对于雾化吸入规范动作详细讲解，确保家长对于雾

化吸入有关要领完全掌握。予以患儿雾化吸入治疗时，护理人员

加强病房巡视，对于家属存在的错误动作及时识别并纠正，观察

患儿雾化吸入期间情绪变化、护理配合情况，为提高患儿配合度

可采取肢体接触、抚触、分享幽默趣事等诸多形式，如果患儿治

疗期间配合良好以贴纸等形式进行奖励。③饮食指导：叮嘱家属

予以患儿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的流食，保证三餐所摄入营养

物质处于均衡状态，满足机体所需，提高免疫力。④病区管理：

定期清洁、消毒病房环境，尽可能营造干净、舒适、温湿度适宜

的的病区环境，加速病情康复进程。

（四）观察指标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统计患儿临床症状，即发热、咳嗽、呼

吸急促、肺部湿啰音等症状持续时间。

肺功能水平：选用肺功能监测仪测定两组患儿干预前后通气

流速、肺活量、每分钟最大通气量。

依从性：选用科室自拟的护理依从性评估量表，分析患儿雾

化吸入治疗期间按时用药、饮食调理、体育锻炼、自我监测等维

度依从性，单项指标记作1-4分，完全依从记作4分，不依从记作

0分，数值越高表示患儿护理依从性越好。

（五）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处理时应用版本为 SPSS23.0的统计学软件，以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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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 x ±s）”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如症状

持续时间、肺功能水平、护理依从性，组间差异经 t检验结果验

证；例数、构成比（n、%）用于计数资料表述，以性别构成比为

例，所用检验措施为 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统计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持续时间

以对照组评估结果为参照，观察组咳嗽、呼吸急促、发热、

肺部湿啰音等症状持续时间较短（P<0.05），如表1。

表1症状持续时间（ s±x d）

组别 例数 咳嗽 呼吸急促 发热 肺部湿啰音

观察组 43 2.78±0.56 2.89±0.35 1.15±0.34 4.95±1.37

对照组 43 3.69±1.07 3.50±0.56 1.91±0.37 6.52±1.64

t -- 4.941 6.057 9.918 4.81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二）肺功能水平评价结果

表格所示各项肺功能水平护理前经组间对比，统计值可见

（P>0.05）；不同护理方案落实后，观察组患儿干预后各肺功能水

平评价指标较之于对照组增幅更明显，组间差异可见（P<0.05），

如表2所示。

表2 两组患儿肺功能水平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通气流速（L/s） 肺活量（L）

每分钟最大通气量

（L/mi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2.09

±0.33

4.51

±1.39

0.93

±0.24

2.44

±0.32

44.31

±3.35

68.79

±6.48

对照组 43
2.06

±0.27

3.32

±1.04

0.95

±0.32

1.89

±0.28

45.32

±3.32

57.48

±4.42

t -- 0.461 4.495 0.328 8.482 1.404 9.455

P -- 0.646 0.000 0.744 0.000 0.164 0.000

（三）两组患儿护理依从性比较

分析评价两组患儿雾化吸入治疗期间的依从性，测定数值较

高者均为观察组（P<0.05），如表3。

表3分析护理依从性（ sx ± ，分）

组别 例数 按时用药 饮食调理 体育锻炼 自我监测

观察组 43 3.04±0.48 3.21±0.38 3.18±0.36 3.25±0.37

对照组 43 2.47±0.35 2.75±0.25 2.05±0.25 2.61±0.25

t -- 6.292 6.632 16.906 9.39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三、讨论

小儿支气管肺炎发生机制以及疾病诱因均较为复杂，患病后

以炎症细胞浸润、肺组织充血、水肿为主要病理表现，因患儿呼

吸系统发育不够完善，支气管相对较为狭窄，咳嗽反射不够完

善，很容易发生粘稠痰液堵塞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呼吸

困难等并发症发生风险性，对于患儿机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威胁

较大 [5]。不仅如此，小儿支气管肺炎还具有治疗周期长等特点，

疾病引起患儿生理不适的同时面对陌生的仪器以及环境容易产生

抵触、恐惧等情绪，治疗依从性降低，影响整体治疗效果，可见

雾化吸入治疗的同时配合护理支持尤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临床症状消失

时间较短，护理实施后各项肺功能水平改善效果较好，护理依从

性评分较高，组间对比差异均呈现为 P<0.05，分析原因如下：针

对小儿支气管肺炎所采取的常规护理措施主要集中于治疗方面，

在应用期间对于患儿治疗、护理依从性的影响因素重视不够，特

别是针对病情较为严重的患儿采取此护理措施难以满足其护理需

求。对于儿童群体来讲，其本质共性在于童趣，在患儿采取雾化

吸入治疗的同时应用童趣诱导，为患儿提供童趣化环境，加强护

患之间的互动，触发患儿兴趣敏感点，转移及并能够注意力，可

以有效提高护理依从性 [6]。在小儿支气管肺炎患儿雾化吸入治疗

期间童趣诱导在整个治疗期间均融入童趣因素，经色彩刺激可有

效缓解应激心理，选取动画、卡通、游戏等形式，促使患儿保持

全身心放松，对于依从性较好者采取礼物激励、正向语言鼓励，

可全面提高患儿于护理期间的配合度 [7]。童趣诱导结合前馈控制

护理，对于患儿全面评估，有效预测护理期间可能出现的风险事

件，提前制定防控措施，可以消除潜在并发症发生风险，继而

保证护理科学性以及全面性，加速患儿恢复进程，缩短治疗时

间 [8]。

综上所述，予以小儿支气管肺炎患儿雾化吸入治疗的同时辅

以童趣诱导、前馈控制护理可行性较高，相较于常规护理其应用

优势具体表现为可缩短临床症状持续时间，促进肺功能水平恢

复，提高患儿护理依从性，值得借鉴以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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