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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小儿腹泻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金娅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西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西藏拉萨  850030） 

摘要：目的：探究循证护理在小儿腹泻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整理 2021 年 3 月-2023 年 10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90 例腹泻患

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各 45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循证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患儿各症状缓解

用时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属满意度评分均比较低，差异不大（P＞0.05）；治疗

后评分均有所升高，观察组各项评分更高，无差异（P＜0.05）。结论：对小儿腹泻患者应用循证护理，能够及时发现估计不足并且改善好

护理质量，从而使治疗效果提高，促进患儿尽快恢复。而且能够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和家属满意度，临床应用效果良好。 

关键词：循证护理；小儿腹泻；临床护理效果 

 

腹泻是儿科临床常见疾病，发病原因多样，包括儿童消化

系统发育不完全、细菌病毒感染、营养不合理、消化系统疾病

等，以大便次数增多和大便形状改变为特点[1]。程度比较轻的患

儿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如果治疗不及时还会造成患儿昏迷、

发热、休克等，严重影响患儿生长发育[2]。临床上主要通过药物

进行治疗，但是患儿身体比较脆弱，还需要辅助有效护理。才

能够帮助患儿更快改善症状，减轻痛苦。本研究旨在探究循证

护理在小儿腹泻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1 一般资料和研究方法 

1.1 资料 

选取整理 2021 年 3 月-2023 年 10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90

例腹泻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各 45 例。对照组

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3 个月～3 岁，平均年龄（1.12±0.21）

岁。观察组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 4 个月～3.5 岁，平均年龄

（1.26±0.25）岁。两组患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对患儿及其家属进行心理

安慰和健康宣教，监督患儿正确用药、补液等，指导患儿家属

制定科学的营养计划等。 

1.2.2 观察组进行循证护理，具体包括： 

1.2.2.1 成立循证护理小组：由儿科专业医生护士组成循证

护理小组，在小组内看着专业化的培训，腹泻患儿的护理技巧、

与患儿和家属沟通技巧、用药技巧以及职业责任等内容。 

1.2.2.2 提出问题：针对小儿腹泻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探究，通过总结以往护理经验，查找病例等发现传统护理存

在的问题，包括患儿用药依从性差、护患沟通不到位等。 

1.2.2.3 文献搜集：查找小儿腹泻相关文献以及网络资源等，

寻找解决小儿腹泻护理过程中问题的方法，运用最新护理理论，

规范护理流程，提升护理小组的护理质量。 

1.2.2.4 实施护理：（1）对腹泻患儿的病情进行精准地评估，

并加强与患儿和家属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使患儿家属对腹泻疾

病有正确认知，能够配合护理人员开展工作。（2）健康宣教：

告知患儿家属，帮助患儿养成良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在饭前

便后需要做好手部卫生，减少和细菌病毒接触。尽量避免带领

幼儿到公共场所，以防加重病情[3]。（3）饮食护理：根据患者实

际需要，为其制定饮食计划。年龄较小的患儿继续进行母乳喂

养，可以适当增加喂养次数以及补充清水预防腹泻脱水，对于

年龄在一岁以上的患儿，添加正常辅食，要保持辅食清淡容易

消化。（3）臀部护理：在患儿腹泻后，需要使用清水清洁臀部，

并且涂抹润肤霜，防止臀部皮肤反复刺激引起红肿或破溃[4]。（4）

定期测量患儿体温，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在医生的监督下给予

物理降温或者药物治疗。（5）腹痛护理：对于腹痛程度比较轻

的患儿尽量采取腹部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方法减轻疼痛，对于头

痛剧烈的患儿，可以适当应用药物止痛。 （6）心理护理：为

患儿准备消毒好的玩具、播放动画片等转移其注意力，从而更

好地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1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包括止泻用时、大便

正常用时、退热时间、住院时间，各项用时越短，说明治疗效

果越好。 

2 观察护理前后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属满意程度，

各项评分越高，说明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将实验数据妥善处理，计量资料使用均

数±标准差表示时，组间比较使用 t 检验，差异明显时，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情况 

观察组患儿各症状缓解用时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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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缓解情况比较（ sx ± ） 

分组 例数 止泻用时（d） 大便正常用时（d） 退热时间（h）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45 56.26±2.31 4.26±1.45 50.27±2.23 5.24±2.76 

观察组 45 44.28±2.61 2.15±1.23 41.26±2.02 3.59±2.41 

t  23.057 7.444 20.088 3.021 

P  0.000 0.000 0.000 0.003 

2.2 对比护理前后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和家属满意程度 

治疗前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属满意度评分均比较

低，差异不大（P＞0.05）；治疗后评分均有所升高，观察组各

项评分更高，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前后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和家属满意程度（ sx ±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依从性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家属满意度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对照组 45 42.40±2.28 52.34±2.54 19.536 0.000 46.34±2.69 54.25±2.84 13.565 0.000 

观察组 45 42.52±2.05 64.59±2.35 47.475 0.000 46.25±2.47 66.59±2.68 37.437 0.000 

t / 0.263 23.748 / / 0.165 21.199 / / 

P / 0.794 0.000 / / 0.869 0.000 / / 

3 讨论 

腹泻是儿童常见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造成患儿营养不

良、胃肠功能发育不完全、急性肾功能衰竭、水电解质紊乱等，

不利于幼儿健康成长[5]。所以需要及时治疗并且对患儿进行精心

护理，预防病情反复。循证护理是一种基于科学研究结果的护

理实践模式，强调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应该根据现有的最

佳证据进行决策和指导护理实践[6-7]。循证护理的概念及基本要

素旨在提高护理质量和效率，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

求。将循证护理应用于腹泻患儿护理中具有良好效果，有利于

提高护理效率，促进护理工作顺利开展。 

观察组患儿各症状缓解用时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差异（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属满意度

评分均比较低，差异不大（P＞0.05）；治疗后评分均有所升高，

观察组各项评分更高，差异（P＜0.05），说明对腹泻患儿应用

循证护理，能够及时发现影响患儿治疗效果的风险因素，并且

查找医学文献资料，根据科学的理论解决护理难题，提高患儿

治疗依从性和护理质量。通过循证护理，能够加强护理的全面

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对患儿展开身心全方位的护理。而且还

能够和患儿家属进行有效沟通，使患儿家属更加理解护理人员

的工作，从而提高他们对护理的满意程度。 

总之，对腹泻患儿展开循证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

对患儿身心展开全方位的护理，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患儿对治

疗的配合程度，他说对护理更加满意，所以值得临床护理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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