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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腹泻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胃肠功能的影响 

张益曼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探析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腹泻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胃肠功能的影响作用。方法 选择我院

2023.2-2024.2，一年间收治的 50 例小儿腹泻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目标对象。将患者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随机分

为对照组（25 例，使用常规护理）和研究组（25 例，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完成后的效果进行

收集和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研究组患者的止吐时间、止泻时间、大便正常时间、

退热时间均较对照组更短，炎性因子指标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结论 在小

儿腹泻患者护理过程中，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炎性因子指标，促进临床症状消失，有显著的应用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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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ediatric diarrhea and its impact on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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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ediatric diarrhea 
and its impact on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Method Fifty pediatric diarrhea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target subjects of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25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 study group (25 case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nursing care o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The study group had shorter antiemetic time, antidiarrheal 
time, normal bowel movement time, and fever reducing tim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lower inflammatory factor 
indicator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ediatric diarrhea patients,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flammatory factor 
indicators of patients, promote the disappearance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have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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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里，小儿腹泻已经逐渐转变为临床儿

科医生经常遇到的一种消化系统问题[1]。该病通常是由

多个变量造成的，会引起儿童排便的方式和频率的变

化，形成一种多症状的复杂情况[2]。小儿的生理属性与

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加上这些生理特点之间也有所不

同，因此非常容易触发各种疾患。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

身体的多项生理功能还未完全发育，例如消化系统中

胃酸与消化酶的分泌或许并不充足，这可能导致他们

对于食物的摄取能力降低[3]。加之年纪偏小，生理系统

还在发育过程中，因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及身体的多

种因素如自我抵抗机制的干扰，导致各类疾病的出现。

鉴于孩子们在成长旅程中的迅猛发展，他们的体内对

营养元素需求巨大。如果摄入的营养过多，可能会加剧

患者消化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可能进一步

加剧消化系统功能的损伤以及导致腹泻等多种症状[4]。

所以，如果不迅速地实施合理而高效的照护手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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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可能会诱发重大的并发症。在治疗儿童腹泻的时

候，不仅需要确保治疗手段是有效的，还必须实施全面

的护理干预。本研究中，即分析了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在

小儿腹泻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胃肠功能的临床效果，

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 2023.2-2024.2，一年间收治的 50 例小儿

腹泻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目标对象。所有患者均临床

确诊小儿腹泻。根据在护理方式上的差异将患者划分

为两组：对照组（包含 25 名受试者，男性 14 名，女

性 11 名，平均年龄范围 5.67±0.64 岁）；而研究组（涵

盖 25 名受试者，其中男性 13 名，女性 12 名，平均年

龄是 5.52±0.71 岁）。在对两组患者的基础信息进行

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数据间的不同从统计学角

度看，并不具有明显的显著性（P＞0.05）。所有参与

的病人家属都已全面地了解这一研究，并且已经签署

了与调查相匹配的知情同意文件。我院的伦理委员会

已经对这份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并已经正式对该

研究给予了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予以综合

护理干预，具体如下： 
（1）针对精神层面的关怀和保养。根据患儿的具

体情况，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护理建议或援助。为了尽可

能满足病患孩子合理的护理需求，应当展现出对他们

深深的关心，与他们建立紧密的交流，从而提高他们的

安全感、满意和信赖。除此之外，以细致且耐心的心情，

向患儿的亲属详尽阐述腹泻的原因、治疗方式及其他

健康上的重要事宜，这有助于减少他们的焦虑和其他

的负面体验，并确保他们对护理服务的充分支援与合

作。 
（2）要持续监控患儿的健康状况进展，为了保证

患儿的健康，必须不断地并持续地观测他们的皮肤、黏

膜状况、血压、呼吸频率及脉搏的微小波动等关键生命

指标的变化。特别要密切关注患儿是否出现了口干、口

渴、眼窝凹陷等不适的情况。同时，对于呕吐的剂量、

频次、性质以及大小便的状态等都应进行深入的记录。

若患者呈现心脏功能失常或严重的脱水状况，应尽速

告知有责任的医生，并依照医师的意见予以治疗。此外，

还需重视孩子在饮食习惯上应当的规律性。当孩子出

现了重度脱水症状，提醒他们多喝水，以补给更多所需

的身体水分。此外，适量饮用盐糖水也能帮助防止水分

迅速被蒸发，还可以检查患儿的精神健康是否达到了

预期的最佳状态。如果孩子的病情比较严重，那么应采

纳补充液体的方法，并与抗感染疗法或者静脉输液等

综合性手段一同干预。一旦孩子展现出呕吐的现象，建

议协助患儿调整体位为头部向侧面躺下，这种方式有

助于预防由于反向吸吐而引起的窒息、呛咳等不舒适

症状。 
（3）对臀部进行护理与保养。在患儿完成排便动

作之后，其家族成员有责任用热水温和地清理臀部区

域。与此同时，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并确保受污

染的儿童周围皮肤组织保持清洁且干燥，医疗工作者

应当采用紫外线消毒灯来净化受到污染的物件和空气。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观察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的临床症

状消失时间和炎性因子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在表

示计量数据时使用 t 和“ sx ± ”，使用 χ2 和%表示计

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经研究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之后，研究组患者止

吐时间、止泻时间、大便正常时间、退热时间均较对照

组更短，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如

表 1： 
2.2 炎性因子指标对比 
经研究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之后，研究组患者炎

性因子指标较对照组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

显著性（P＜0.05），如表 2： 

表 1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sx ± ，h） 

组别 例数 止吐时间 止泻时间 大便正常时间 退热时间 

对照组 25 25.57±1.58 29.23±1.41 68.61±1.33 55.77±1.43 

研究组 25 17.46±1.39 17.62±1.38 52.52±1.30 42.18±1.39 

t - 19.269 29.423 43.257 34.07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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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炎性因子指标对比（ sx ± ，h）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25 79.64±1.25 61.49±1.08 

研究组 25 79.55±1.22 34.42±1.06 

t - 0.258 89.442 

P - 0.798 0.001 

 
3 讨论 
小儿腹泻作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患，在临床儿科

实践中频繁被遇到，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其发病率明显

呈逐年攀升的趋势[5]。并且，它们呈现出了伤害较为严

重、疾病发生的突发性和相对更高的患病风险等多种

显著特征。儿童腹泻有可能使其体内大量的营养物质

被流失，这种情况对儿童的身体成长和成长质量将产

生明显的不利效果[6]。综合性的护理手段不仅能够有效

地遏制病情的不断恶化并减少再次发作的可能性，还

可以持续优化患儿的生活质量，帮助他们更迅速地走

向恢复。伴随社会和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民众对医疗

服务的需求逐步上升，这也催生了我国各大医疗机构

积极地推进全方位护理业务，以应对病人多元化的治

疗需求。如今，综合护理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治疗各种

疾病，并且这种方法所取得的效果令人高度满意。随着

医学实践中模式的不断革新和改变，在治疗疾病时，不

仅要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应重视他们在生理和心

理状态上的健康需求[7]。因此，对于儿科的住院儿童，

实施全方位的护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综合护理

不只是针对生理与心理的多重干预策略，同时也是一

套能够充分满足患者需求的创新型护理技术[8]。本研究

也显示，通过对研究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患者的

止吐时间、止泻时间、大便正常时间、退热时间均较对

照组更短，炎性因子指标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腹泻中的应用效

果及其对胃肠功能有积极的应用效果。可促进患者的

临床症状消失，改善炎性因子指标，对患者的治疗和护

理都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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