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日咳反复该如何应对
▲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医院   康喜梅

通常来讲，孕妇在怀胎 10 月之后生下

来的是新生儿，但是也有一些新生儿在妊

娠满 28 周不足 37 周出生，临床上称之为

早产儿。

早产儿的身体发育尚没有成熟，体重一

般都在 2500 克以下，比足月儿更轻。因为

是不足月出生，他们器官功能和适应能力相

比于足月儿较差，需要临床上给予特殊护理，

才能使其跟上足月儿的生长发育。下面让我

们了解一下让早产儿追上足月儿的办法。

早产儿的身体情况

早产儿的身体器官功能和适应能力都比

足月儿差，在临床上主要有以下表现：

（1）早产儿出生时间的早晚决定了其

皮肤薄嫩程度以及含水量多少，出生时间越

早其出现低体温或者硬肿的风险越大；

（2）早产儿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

其自主调节体温比较困难并且稳定性比较

差，导致常常出现体温过高或者过低的症状；

（3）早产儿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成熟，

对外界各种感染的抵抗能力相比于足月儿而

言更差，发生感染的机率更大；

（4）早产儿的呼吸比足月儿浅且快，因

为呼吸中枢和呼吸器官发育不完善，呼吸功能

不稳定，导致呼吸暂停和发绀。有的早产儿因

缺少肺表面活性物质，而严重呼吸困难和缺氧；

（5）早产儿的吸吮能力和吞咽能力也

比较弱，常常出现呛咳、呕吐等症状。

由于早产儿身体各方面的功能尚不够成

熟，所以，其发生产伤、感染、缺氧、凝血

机制障碍等机率很高。除此之外，早产儿的

肝脏功能尚处于不成熟阶段，黄疸程度相比

于足月儿更重，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早产儿的护理措施

（1）早产儿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差，

对外界温度的适应能力比较低。所以，温度、

湿度在早产儿护理效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护理过程中，做好早产儿的保暖尤为重要，

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早产儿患病风险。早产儿

在室内的温度应该维持在 24℃ ~26℃，空气

的湿度维持在 55%~65%。在早产儿的房间内

放一个可蒸发的水盆，维持空气清新。

（2）早产儿的生长速度相比于足月儿

较快，但是身体内的营养因为储备不足导致

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早产儿出生后

一周左右应该开始补充维生素。早产儿的喂

养最好采取母乳喂养。

（3）由于早产儿身体各机能处于尚未

完全发育的阶段，因此，对病菌的抵抗力弱，

各种各样的感染发生率比较高。所以，要严

格控制接触早产儿的医疗卫生人员，和早产

儿接触的人都必须做好手部卫生，严格控制

对早产儿的探视人数。除此之外，避免亲吻、

触摸早产儿。早产儿的体位要经常调换，避

免其出现肺炎。如果早产儿容易吐奶，在喂

养后可以让宝宝保持半坐卧式片刻，避免奶

液吸入呼吸道或呕吐后，导致外耳道出现感

染。一旦早产儿发生传染病，应该及时隔离

治疗，所接触人员应该接受隔离，减少对早

产儿的探视，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等。

早产儿是指在临床上各方面器官发育不

完善、不成熟的新生儿，因其在临床上各方

面器官发育不完善、不成熟，具有较差的身

体素质，所以，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常常

需要特殊监护。

小儿经常感冒，说明其抵抗力差，应

该加强营养补充，在平时可以多吃提高免

疫力的食物，尤其是含充维生素 A 和钙铁

锌的食物。

如果想避免小孩经常感冒，应该努力

提升孩子的免疫力，不要给孩子吃高糖、

高油、膨化食品。

具体要求如下：

（1）多吃纯天然新鲜食品，比如多

吃富含维他命、多种矿物质的蔬菜和水果。

（2）五谷杂粮是人们的主食，在孩

子 4 个月大的时候家长就可以为孩子进行

添加辅食，辅食的选择上应当首先以米粉、

小麦粉为主。

在孩子断掉母乳之后，作为乳汁的期

待物品，也可以是谷类。在许多谷类当中

含有麦芽糖和多糖，并且也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E和维生素B，这些都是具有抗氧化剂，

可以进一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增强免疫

细胞的免疫功能。

（3）每天都要吃蔬菜，不光成人这样，

孩子也非常适合如此。比如胡萝卜素、番

茄红素、富含维生素 C 和 E 的食物，具有

粗纤维的食物可以预防便秘，为肠道提供

良好吸收营养的环境。

水果当中的果糖对肠道益生菌生长也

十分有帮助，食用就像是在大肠和小肠当

中铺了一层免疫屏障一样。

如果有孩子不喜欢绿色蔬菜，可以把

蔬菜进行粉碎或者榨汁，混合谷物类或者

肉类做成丸子，饺子或者包子，这样就容

易被孩子们所接受。

（4）孩子处于长身体以及发展脑部

神经的关键时期，对优质蛋白及钙类的营

养品需求多。

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家长应当为其

选择乳制品覆盖面比较全面的一些营养物

质，比如优质奶粉，这是最佳营养来源。

优质的乳酪当中乳制品，既可以保证充足

的营养，也可以进一步改善肠道环境，这

类食物非常适合年龄不是很大的孩子，小

孩子一般要满一岁之后才能喝。

（5）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成分不是“硬

硬的骨头”，而应该是“柔柔弱弱的水”。

孩子的相对表面积比成人的更高，相对表

面积越高，水分流失得越快，所以孩子应

该及时地快速补充水分。

有了充足的水分补充，就会促进新陈

代谢快速循环，这有利于孩子远离病菌的

侵害。

（6）偏食或者挑食的习惯，会让孩

子的机体造成营养失衡，只有通过合理均

衡营养，才能进一步促进孩子有更高的免

疫力，让他们远离病菌的侵害，减少反复

感冒的症状。

（7）鼓励孩子去户外多参加体育活

动以增强体质，在户外多晒晒太阳，呼吸

新鲜空气，这是预防呼吸道感染的最好方

法，能够有效避免因为呼吸道感染引起的

孩子反复感冒。

（8）家长也不应该为孩子过分地补

充营养。乱吃额外的补品或者营养品，不

但不会提高孩子抵抗力，甚至还会加大他

们内脏器官的负荷，过多的积食也会诱发

感冒。有的家长十分纵容自己孩子，孩子

想吃什么就给买什么，孩子喜欢吃什么就

让孩子多吃，甚至吃到撑。其实，让孩子

吃得太饱，甚至吃到撑，只会进一步增加

孩子肠道功能的紊乱。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只需要

保证孩子的日常饮食能量可以满足其代谢

需求、营养均衡就完全足够了，一般而言，

过剩的能量以及营养品补充，往往会适得

其反。

（9）家长也可以提前给孩子注射流

感疫苗，以避免特殊性的反反复复感冒，

但是有的药物也会损害孩子抵抗力，因此

要避免乱用药物；尽量让孩子少去公共场

所，少去接触病毒的感染源。

总而言之，孩子如果反复感冒，家长

应该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在确定诱发感冒的原因之后，才可以进一

步地进行临床治疗以及家庭护理。

家长让孩子保证正常的规律生活以及

平衡营养、积极锻炼，可以有效地避免孩

子出现反复感冒的情况。

科学护理  让早产儿追上足月儿
▲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婷

小儿经常感冒如何是好
▲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医院  赵志发

孩子咳嗽一个多月没见好，而且越来越

严重，一串串痉挛性的咳嗽，经常憋得面红

耳赤、口唇发紫……这些症状表明很有可能

是“百日咳”。接下来本文就来介绍百日咳

反复的应对办法。

治疗百日咳

（1）主要有抗生素治疗，如红霉素、

阿奇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依据严重程

度选择口服、静脉用药。有混合感染时，在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基础上，必要时加上头孢

类抗生素，口服或静脉使用。

（2）百日咳临床以痉挛性咳嗽为突出

症状，必要时选择静脉应用平喘药物，如氨

茶碱、糖皮质激素，还可以加用超声雾化缓

解痉挛性咳嗽。

（3）依据百日咳的严重程度，部分患

儿需要紧急气管插管、气管切开、呼吸机治

疗，以纠正缺氧，为原发病治疗赢得时间。

部分患儿可能会出现百日咳性脑病，需采取

脱水、降颅压等生命器官支持。

（4）对百日咳患儿要进行隔离以免传

染他人，居住环境要保持安静，避免各种理

化因素以及辛辣食物对患儿的刺激，患儿要

补充足够的水分和营养物质。

百日咳的日常护理

（1）居住环境要保持空气流通；家里

要整洁干净；环境要安静舒适，避免刺激、

诱发咳嗽；痰液黏稠可给予化痰的药，必要

时可采取雾化吸入。天气晴朗可外出晒太阳，

呼吸新鲜空气，若是大雾、雾霾、粉尘多的

天气就不应出门，会加重百日咳病情，如果

一定要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充分捂住口鼻，

防止吸入有害物质。若孩子体质较弱，更要

注意天气变化，并做到根据温度变化增减孩

子衣物。

（2）饮食需营养丰富，可以吃易消化

食物，少量多餐，补充足够维生素和钙剂，

饮食上还要注意少盐、少糖，多喝软烂的粥

类，像小米粥、大米粥等，多摄入优质蛋白

质、维生素等，尽量避免过于油腻、辛辣刺

激。营养丰富的饮食结构能够给身体提高抗

病能力，促进恢复健康。患儿日常生活中不

要与其他人共用物品，如餐具、毛巾、盆等

私人用品。同时家长监督孩子养成多喝水的

好习惯，平常多补充水分。

（3）手会接触到许多东西，若不小心

触碰到百日咳患儿的唾液分泌物，再触摸自

己的嘴巴、鼻子或是贴身衣物就会增加感染

的可能性，因此，护理人员要勤洗手，勤洗

澡，也需要经常在阳光下晾晒贴身衣物、被

褥等；外出回家后应该消毒、洗手，且洗手

也不能很随意地应付，应当根据七步洗手法

正确洗手，保持手部的干净卫生。若是已经

患有百日咳的患儿外出应佩戴口罩。

（4）百日咳患儿应适当锻炼，找到

自己喜欢并且能接受的运动，要注意不可

直接剧烈运动，运动要循序渐进，适合自

己才是最好的。例如，游泳、慢跑、打乒

乓球等都是不错的运动方式，运动能够促

进血液循环，强化心肺功能，增强身体抵

抗能力。同时百日咳患儿还需要多休息，

不要熬夜。

最后提醒各位家长，若发现孩子有明显

不适症状，不要将其当作普通感冒，应尽快

去医院检查，确定病因，让孩子尽早接受治

疗，控制住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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