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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护理干预与整体护理在小儿秋季腹泻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方法：抽取本院于 2016 年 1 月--2019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小儿秋季腹泻患儿共 66 例，随机分为对比组和实验组，对比组患者施行护理干预相关措施，实验组患儿采用整体护理方式进

行干预，对比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结果：对比组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明显低于实验组患儿，且实验组患儿的退烧时间、住院时间等均短

于对比组患儿，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整体护理应用于小儿秋季腹泻的临床治疗中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和护理

效果，缩短患儿的治疗时间，促进其身体尽快恢复健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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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秋季腹泻是儿科常见疾病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主要
临床症状为腹泻、高热、呕吐等。小儿秋季腹泻会对患儿的身体健
康及日常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也会给患儿的预后效果带来消极影
响，导致患儿身体发育延缓，更有甚者会危及患儿的生命安全。医
学领域对于小儿秋季腹泻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控制感染、及时输液
等，但是治疗此病的特效药物仍未推出[1]。为了探寻小儿秋季腹泻
的优化治疗和护理方案，本次研究针对护理干预和整体护理应用于
此病的实际临床效果进行分析和探讨。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抽取 2016 年 1 月--2019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小儿秋季
腹泻患儿共 66 例，按照随机的原则分为对比组和实验组，每一组
33 例，其中对比组包括男性患儿 16 例，女性患儿 17 例，年龄在 1
至 6 岁，平均年龄在（2.34±2.41）岁，病程为 1 至 5 天，平均病
程为（1.87±1.23）天；实验组包括男性患儿 18 例，女性患儿 15
例，平均年龄在（3.01±2.18）岁，病程为 1 至 6 天，平均病程为
（1.79±1.35）天。对比两组患儿的一般性资料，无明显差异，不
具有对比性和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在入院时均采用常规治疗方式，如退烧、抗感染、治
腹泻等相关护理措施，对于患儿体内的水电解质紊乱现象进行控
制。对比组患儿在此基础上施行护理干预，具体操作如下：①为患
儿的脱水现象采取针对性护理，给予其抗病毒类药物。②密切监测
患儿的身体指标，如体温、血压等。③症状较严重的患儿根据医嘱
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④对患儿的饮食进行指导，并保证患儿每
日饮水量。 

实验组患儿施行整体护理措施，具体措施操作如下：①针对患
儿的腹泻，对患儿的饮食进行针对性指导，针对腹泻程度和情况不
同的患儿进行不同的饮食护理。如针对腹泻程度较低的患儿，禁食
生冷、难消化、高脂肪和辛辣刺激类食物，给予患儿容易消化的营
养食物，如面条和粥等；针对腹泻症状严重的患儿进行短暂的禁食，
在饮食中采取少食多餐的进食规范，待患儿临床症状有所好转后给
予正常饮食。②将小儿秋季腹泻的相关知识及护理要点详细为家属
讲解，与患儿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关系，方便沟通。对患儿家属进
行健康指导，帮助其养成健康生活和饮食习惯。③指导患儿及其家
属做好患儿的皮肤护理，腹泻症状严重的患儿，其臀部皮肤容易发
生溃烂，指导家属待大便后用温水将患儿的臀部擦洗干净，保持其
臀部皮肤的干净干燥。④对患儿所处的病房进行定期消毒，保持通
风，根据肠道隔离标准对病房环境进行消毒。⑤对患儿的身体指标
和生命体征进行实时严密监测，如患儿的脉搏、体温、呼吸、心率
血压等，对患儿的大便次数做好记录，便于针对性治疗措施的施展。
⑥在护理的具体操作前要做好消毒，对患儿的生活用品，如尿布、
毛巾等，进行定期清洗并消毒，避免出现感染。⑦在治疗期间，护

理人员想患儿家属进行该疾病及治疗方法的知识讲解，帮助其理解
疾病，掌握护理技巧，获得家属的支持和信任。腹泻程度不一的患
儿及家属，会出现程度各异的烦躁和焦虑心情，对此，护理人员要
为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安抚患儿情绪，与家属及时沟通，提高治
疗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若治疗显效，则患儿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患儿大便的次数和形
状均基本恢复正常；若治疗有效，则患儿临床症状有所好转，患儿
大便的有所恢复，但粪便镜检结果正常；若治疗无效，则患儿的临
床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大便呈稀水样。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率（%）来表示，采用 x²检验，若差异显著，则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结果

经不同方式的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儿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
比组患儿，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见表一。 

表一：护理效果对比表 

组别 总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比组 33 12 13 8 75.8% 
实验组 33 17 15 1 97.0% 

X² - - - - 8.357 
P - - - - P＜0.05 

3.结论
小儿秋季腹泻是儿科常见的高发疾病，临床常规治疗通常包括

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控制感染等，采用补液等常规方式加以治
疗。患儿发病时常见症状为高热、呕吐和腹泻等，对患儿身体健康
造成消极影响。及时有效的护理能够在治疗过程中增强药物效果，
缩短治疗时间，临床护理的效果直接影响了小儿秋季腹泻的治疗效
果。整体护理能够在患儿治疗过程中，给予全面优质、针对性强的
护理干预，保障患儿在恢复过程中的各种需求，如身体检测、心理
干预等，还能够对家属起到一定的积极干预作用，帮助其建立护理
信心，从而间接提高治疗效果和护理效果[2]。 

综上所述，对于小儿秋季腹泻患儿实行整体护理，能够明显提
高护理质量，促进治疗效果的提高，帮助患儿改善临床症状，值得
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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