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肺炎护理小讲课 肺炎护理总结心
得体会(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肺炎护理小讲课篇一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护理人员肩负着重要
的抗疫使命。作为一名护理人员，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
提高技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在疫情防控中，我
的护理工作主要围绕着肺炎患者入院、治疗过程以及出院后
的康复期进行。

第二段：肺炎患者入院期的护理

肺炎患者入院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
估和护理，了解患者的病情、家族史、药物过敏情况等，制
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在患者的隔离护理方面，我们要注意
隔离措施的严格执行，保证患者和其他人员的安全。此外，
及时开展氧疗，通过呼吸机、负压隔离病房等手段提高患者
的呼吸功能，减少呼吸道炎症和肺损伤。

第三段：肺炎患者治疗期的护理

在治疗期，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疾病进程，及时进行评
估和干预。针对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预防和
妥善处理。例如：对于治疗中药物的不良反应，可以密切监
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处理；对于并
发症的防控，可以通过营养支持、病理分期等手段，加强患
者免疫力和麻痹神经系统的调整。



第四段：肺炎患者出院后的康复期护理

肺炎患者在出院后，需要进一步进行康复期的护理。我们应
该指导患者进行良好的康复锻炼，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控
制饮食和情绪。为了避免疫情的再次暴发，我们还需要协助
患者做好清洁消毒和个人防护工作，并帮助他们建立完备的
康复档案。

第五段：结尾

在这场疫情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在抗疫一
线工作的感受到的支持和力量也是前所未有的。肺炎患者的
护理工作需要我们的不断创新和突破，同时也需要合作和协
作。希望我的经验和体会能够对广大护理工作者提供一些启
示和指导，共同为疫情战役贡献我们的力量。

肺炎护理小讲课篇二

疫情突袭，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作为护士，肺炎患者的
诊疗和护理任务十分繁重。在实践中，我们通过不断的总结
反思和学习，掌握了更加专业和科学的肺炎护理知识，切实
提高了肺炎护理质量。下面，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分享肺炎护
理的总结心得体会。

一、加强精神护理

肺炎患者经历了疾病的折磨和社会的关注和压力，不仅面临
生命危险，还可能因为长时间的隔离、治疗和家庭压力而出
现情绪波动。因此，充分关注肺炎患者的心理健康，开展有
针对性的精神护理至关重要。我们用亲切的语言、轻松的话
题、肯定的态度和巧妙的引导等方式，患者的情绪逐渐稳定，
自我意识和控制能力得到了增强。

二、科学用药



肺炎的治疗途径众多，但药物治疗是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
由于肺炎药物治疗具有复杂性、长短期并存、副作用多种等
特点，护士需根据具体情况逐一制定相应的用药方案，并确
保患者能正常使用药物。在药物管理方面，我们尽力规范药
物管理流程并确保药品质量，最大程度地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三、深化体征观察

肺炎的早期体征不明显或缺乏特异性，因此需要仔细的观察
和评估。不能把检查任务仅限于一次，还需多次观察、时时
关注、比较并总结，及时总结有效措施，开展综合护理，尽
快减轻患者痛苦和迎来治疗转机。

四、加强社交教育

肺炎患者通常处于隔离状态，与社会接触特别少，形成了一
定的心理压力。我们加强了关于卫生、环境和健康的知识教
育，及时搜集各种信息，帮助他们认真面对并利用好治疗过
程中的困难和机会。我们还指导并帮助患者利用社交媒体，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

五、参与科研探讨

肺炎护理需要不断更新，科研成果对护理工作的指导和启示
作用越来越大。我们积极参与各种肺炎护理研究，了解护理
前沿知识，实验和验证不断更新的护理方法。同时，我们也
在临床实践中总结护理经验，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护理方法，
进一步提高了肺炎护理质量。

通过对肺炎护理的总结反思和学习，我们不仅掌握了更加专
业和科学的护理知识，而且深化了对肺炎转归和护理安全的
认识，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实践性、行动性和重要性的实用性
总结经验，提高了肺炎护理工作的专业水平。



肺炎护理小讲课篇三

小儿对疾病的抵抗力低下，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患
肺炎之后较严重，因此必须认真做好预防。婴儿要尽量少与
外界接触，避免交叉感染,家人患感冒或其它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要尽量和婴儿隔离。喂奶时要细心，避免呛奶、溢奶和
呕吐，要防止奶、食物及呕吐物误吸人肺。要根据小儿的年
龄、身体的发育情况，给予必需和足够的营养，及时和合理
地添加辅食，如蔬菜、豆制品、肉类、蛋类等。要积极预防
和治疗佝偻病，因为佝偻病与肺炎的发生和程度以及治疗的
效果均有较密切的关系。要多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练习
对寒冷气候的适应能力，多晒阳光，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预
防感冒及流感发生。要做好各种预防接种，增强呼吸系统对
病原的免疫作用。患肺炎后，及时治疗至关重要。

肺炎虽然对小儿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但只要积极预防，
可以避免发病。发病后，早期及时发现，在医生指导下或到
医院诊治，迅速恢复和痊愈是完全可能的。

小儿肺炎的家庭护理

(1)要保持安静、整洁的环境，保证病儿休息。工作中常见到
在患儿的身边总是围着许多的长辈亲朋，这样一方面由于人
多吵闹，不利于患儿休息，同时人多，呼出的二氧化碳积聚
在内，污浊的空气不利于肺炎的康复。因此，室内人员不要
太多，探视者逗留时间不要太长，室内要经常定时通风换气，
使空气流通，但应避免穿堂风，有利于肺炎的恢复。

(2)应注意合理的营养及补充足够的水分。肺炎患儿常有高热、
胃口较差、不愿进食，所以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同时保证
一定的优质蛋白。伴有发热者，给予流质饮食(如人乳、牛乳、
米汤、蛋花汤、牛肉汤、菜汤、果汁等)，退热后可加半流质
食物(如稀饭、面条、蛋糕之类的食品)，因为肺炎患儿呼吸
次数较多及发热，水分的蒸发比平时多，故必需补充适量的



糖盐水。

(3)加强皮肤及口腔护理，尤其是汗多的病人要及时更换潮湿
的衣服，并用热毛巾把汗液擦干，这对皮肤散热及抵抗病菌
有好处。对痰多的病儿应尽量让痰液咳出，防止痰液排出不
畅而影响肺炎恢复。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家长应经常将小
儿抱起，轻轻拍打背部，卧床不起的患儿应勤翻身，这样既
可防止肺部淤血，也可使痰液容易咳出，有助于康复。

(4)保持呼吸道通畅，小儿患肺炎时，肺泡内气体交换受到限
制，体内有不同程度的缺氧。如果鼻腔阻塞或气管、支气管
内有大量痰液，会影响空气的吸入，加重缺氧。因此，家长
要及时为患儿清除鼻分泌物并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且要
防止粘稠痰堵塞及奶汁、药物呛入引起窒息。室内要保持一
定的湿度，避免空气干燥，有利于痰液咳出。

(5)按时服药、打针，以免影响疗效。由于小儿抗病能力较差，
尤其是小婴儿病情容易反复，当家长发现小儿呼吸快，呼吸
困难，口唇四周发青，面色苍白或发绀时，说明患儿已缺氧，
为病情加重的表现，必须及早抢救。

肺炎护理小讲课篇四

小儿肠痉挛怎么办

1、热敷

出现肠痉挛引起的疼痛之后，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热毛巾
直接敷于患处，能够快速驱寒暖胃，解痉止痛。

2、手揉

家长可以两手对着搓，直至手心发热之后，直接用手心贴在
孩子腹部轻柔，热手心能够祛寒止痛，揉腹部可以让孩子解



痉止痛。

3、喝姜茶

取几片姜，用谁煮一会，然后放点红糖给孩子服下，这样可
以祛寒止痛，能够治疗孩子因肠道受凉引起的痉挛性腹痛。

4、预防

平时避免吃凉食，避免腹部着凉，还要注意不要让孩子暴饮
暴食，特别是晚上不要吃得太多。

小儿肠痉挛的家庭护理

肠痉挛发作时，患儿的腹部喜温喜按，爸爸或妈妈可用温手
揉按患儿腹部或将温水袋放在患儿腹部，数分钟后症状可缓
解。

在肠痉挛发作期间，应给宝宝吃面条或粥等易消化的饮食，
不要让宝宝吃冷饮或喝含糖量高的碳酸饮料。

中药治疗上，可采用温中散寒、行气止痛法。

要给宝宝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如进食前要稍事休息，不要
仓促就餐；不要暴饮暴食；要节制冷饮，少喝含糖量高的饮
料；饭后不要剧烈运动；临睡前不要吃得过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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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护理小讲课篇五

1、忌高蛋白饮食：瘦肉、鱼和鸡蛋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1
克蛋白质在体内吸收18毫升水分，蛋白质代谢的最终产物是
尿素。小孩进食蛋白质多，排出尿素相对也会增高，而每排
出300毫克尿素，最少要带走20毫升水分。因此对高热失水的
患儿应忌食高蛋白饮食，当疾病后期可适当补充，以提高体
质。

2、忌食多糖之物：糖分是一种热量补充物质，功能单纯，基
本上不含其他营养素。若小儿肺炎患者多吃糖后，体内白细
胞的杀菌作用会受到抑制，食入越多，抑制就会越明显，而
加重病情。

3、忌辛辣食物：辛辣之品刺激大，而且容易化热伤津，故肺
炎患儿在膳食中不宜加入辣油、胡椒及辛辣调味品。

4、忌生冷食物：若过食西瓜、冰淇淋、冰冻果汁、冰糕、冰
棒、冷饮、香蕉、生梨等生冷食物，容易操作体内阳气，而
阳气受损则无力抗邪，病情也难痊愈，故应忌食，特别对有
消化道症状的患儿更应禁忌。

5、忌乱服用清热药：金银茶、青果、板蓝根冲剂等清热药，
对肺炎患儿有益。但不能较长时间服用，特别对体质较弱者，
勿轻易服用清热药。否则，会伤及人体正气，使原来的症状
加剧。

6、忌用酸性药物和食品：五味子、乌梅、维生素c、酸果、橘



子、食醋等味酸，能敛、能涩、有碍汗出解表。

7、忌油腻厚味的食品：肺炎患儿消化功能多低下，若食油腻
厚味，更影响消化功能，必要的营养得不到及时补充，以致
抗病力降低。因此，不宜吃鱼肝油、松花蛋黄、蟹黄、凰尾
鱼、鲫鱼子，以及动物内脏等厚味食品。若喝牛奶应将上层
油膜除去，乳母也应少吃油腻，以免加重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