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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是常见的皮肤科疾病，病发人群以儿童为主，由

过敏原如食物、花粉、昆虫、药物等导致病发，对患者的消化系

统、皮肤、肾脏、关节等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虽过敏性紫癜不

具有传染性，但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威胁着患

者的生命健康[1]。过敏性紫癜患者在病发前极有可能产生呼吸道

感染的现象，紫癜出现后，患者身体过敏部位的皮肤出现红斑点，

并呈对称性，可以点扩散的形式呈现，也可片面式集中，反复发

作的可能性极大。基于此，我院针对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在护理

期间采用健康教育的护理干预模式进行研究，观察治疗效果。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研究选取我院 2017 年 08 月 -2018 年 08 月收治过敏性紫癜

儿童患者80例，并按照随机数字分配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取男性 1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4～

15 岁，平均（8.41 ± 1.17）岁；实验组取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

年龄 5～12 岁，平均（7.25 ± 1.58）岁。其中，入选的病患儿童

患有的病种分为单纯型、混合型、腹型、肾型以及关节型，分别

为 20 例、21 例、18 例、7 例、14 例。对比分析选取案例的基本

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入选患者标准为：签署同意书者；神志清醒者；视力、听力

良好者。

1.2 方法

护理人员应对入院后确诊为过敏性紫癜的儿童患者使用针对

性药物进行治疗，并时刻观察患者用药后的身体情况，针对不同

类型的过敏性紫癜提出不同的治疗要求。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防止患者进食发物及刺激性食品，

如奶、鸡蛋、虾、鱼、辣椒等，告知患者用药剂量，做针对性日

常护理及皮肤护理，对患者家属进行护理指导及出院指导。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方法，其

具体的工作内容如下。

1.2.1 入院护理

入院确诊为过敏性紫癜的儿童患者，护理人员应及时安置干

净、舒适的床位，并热情接待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为患者当前的

病情进行具体的评估分析，对病发原因、病症机理、治疗方法进

行讲解，缓解患者及患者家属的紧张情绪，消除顾虑。

1.2.2 健康教育护理

对病患儿童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积极主动与病患家属进行

沟通交流，及时告知家属病患在治疗期间的流程，对病发原因、患

儿的实际现状进行分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治疗康复计划。护理

人员应采用高超的沟通技巧，根据患者家属的理解能力、文化程

度等，对表达内容进行及时的转换，方便让患者家属理解其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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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对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2017 年 08 月 -2018 年 08 月收治的

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80例，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4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试验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比分析两组患

者家属对该病症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以及患者对护理的依从性。结果：实验组患者家属对病症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实

验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可以使患者家属掌握病症的专业知识，并

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可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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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接受风险的发生。

1.2.3 宣传教育

为患者及家属发放疾病宣传手册，并引导他们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护理人员应及时对疑难点进行解答，帮助其全面了解病情，

消除患者及家属的不安情绪，增加其治疗的依从性[2]。定期安排

管床护士对患者及家属进行随机式的健康教育及考核，及时纠正

在护理期间的不良操作，增强护患之间的密实度，以沟通的形式

提升护理效果。按照此方法进行反复健康教育，直至患者及家属

对相关专业知识熟练掌握。

1.3 观察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家属对该病症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以及患者对

护理的依从性。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

对比分析，计量资料用 )( sx ± 来表示，采用 t 进行检验，计数

资料用（%）来表示，用 x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家属对病症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家属对病症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实验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3  讨论

儿童过敏性紫癜是皮肤科常见的病症之一，因小血管或毛细

血管出现变态反应，导致患者皮肤表面出现斑点，就我国目前的

医疗水平而言，过敏原的确认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因此对该病情

的控制需要较长的时间，且易出现反复。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数据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加强健康教

育，可以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及家属对病症等相关专

业知识的掌握度，有效缓解患者及家属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对

治疗的依从性，缩短治疗所需的时间，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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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过敏原 饮食 皮肤护理 日常

实验组 22.73±0.49 24.18±0.45 22.38±0.57 25.31±0.18

对照组 16.28±0.37 18.59±0.61 14.38±0.24 18.24±0.58

t值 8.238 9.257 8.487 9.03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表1      两组患者家属对病症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