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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小儿高热惊厥患儿护理中的实施效果探究 

唐芙蓉，沈艳芳，李柠玲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对循证护理在小儿高热惊厥患儿护理中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分析。方法 本次实验选取我院儿

科门诊 80 例高热惊厥患儿而研究对象，选取时间为 2022 年 4 月-2023 年 4 月，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将选取的患

儿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此次实验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方式，对照组则采用常规护理方式，经实验后将

两组进行对比。结果 在此次实验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中，对照组的总发生率为 32.5%，观察组的总发生率为 7.5%，

观察组明显比对照组低，两组对比差异符合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两组护理患儿满意度中，观察组患儿满

意度为 9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两组对比差异符合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针对小儿高热惊厥

病采用循证的护理方法护理效果更明显，有效降低患儿二次复发的几率，可将并发症发生率降至最低，该方法在

临床小儿护理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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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febrile conv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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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hildren with 
febrile convulsion. Methods The experiment selected our pediatric outpatient 8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high fever 
convulsion and research object from April 2022 to April 2023, using the way of random selection. These children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way, and control group adopts routine care. After the experiment, compare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32.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t P <0.05, hav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 satisfac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5%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P <0.05, which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ethod for pediatric 
febrile convulsion is more effective,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hance of second recurrence in children, and reduces 
the complication rate. This metho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pediatric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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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小儿出现高热惊厥的主要因素是呼吸道感染

及其他类型疾病感染，当小儿出现高热惊厥症状时，

体温逐渐升 39℃-40℃，该病是儿科门诊比较常见的疾

病，具有发病快、难治疗等特点，症状轻的患儿经预

后可恢复，症状严重的患儿极有可能引发其他并发症，

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因此，为保证幼儿的身心健康，

减少小儿高热惊厥疾病的发生率，改善患儿预后护理，

加强疾病防治措施十分重要。在医学界中，循证护理

属于新型的护理方式，在临床中应用较为广泛，且护

理效果比较显著。基于此，我院将对小儿高热惊厥患

儿采取循证的护理方式，护理效果良好，详细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选取我院二科门诊接受治疗的 80例高热

惊厥患儿，选取时间为 2022 年 4 月-2023 年 4 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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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高热惊厥患儿表现的临床症状为：身体发热、

高温（≥ 39 ℃）、局部或全身肌肉阵挛性抽搐或强直

性抽搐，眼神为斜视或凝视，甚至短时间丧失意识。

本次选取的所有患儿经诊断后均符合《诸福棠实用儿

科学》中相关标准，所有患儿均通过心脑电图检测，

排除脑膜炎、颅内感染和其他疾病导致的高热惊厥疾

病。此次实验划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共有患儿 40 例。对照组有 15 例女性，25 例男性，患

儿年龄为 7 个月-6 岁，平均年龄为（2.6±1.3）岁，患

儿惊厥时长持续 25s-6min，平均时长（1.8±0.9）min，
患病程度：重度患 6 例，中度患儿 15 例，轻度患儿 19
例。观察组有 16 例女性，24 例男性，惊厥持续时间为

11s-6min，平均（1.6±0.8）min，患儿年龄为 7 个月-5
岁，平均（2.8±0.7）岁，患病程度：重度 5 例，中度

12 例，轻度 23 例。 
本次实验的两组患儿惊厥时间、患病程度、年龄

以及性别等均为（P>0.05），无统计学意义，此次研

究两组患儿经家长资源签订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方法 
选取的患儿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护理内容

主要有：对患儿家属进行出入院治疗的相关护理指导

和宣传、患儿原发病的治疗与护理、以物理方法为患

儿进行降温，通过以上方式对患儿高热惊厥展开综合

治疗和护理，促使患儿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积极配合。 
本次实验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循证护

理方式，从而对小儿高热惊厥进行有效护理，以减少

小儿高热惊厥的发病率，详细措施如下： 
（1）循证问题的提出：本次实验需创建护理小组，

小组长由儿科门诊护士长担任，通过组长提出的问题

并进行小组间的讨论和分析，如小儿高热惊厥复发、

小儿首次高热惊厥，小儿高热惊厥复发的复杂性以及

难点等基本护理问题，将讨论分析结果进行记录并整

理归纳为护理资料，供小组护理人员深入学习。 
（2）循证支持：依据小儿高热惊厥护理相关问题

和要点，对该疾病的理论知识作出循证支持，根据小

儿高热惊厥疾病的紧急应对措施、复发病理类型、护

理过程当中面对的困难、问题以及控制疾病的有效方

式等进行深入探讨。护理人员根据小儿高热惊厥的患

病程度以及临床症状，制定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案，并

将其落实。 
（3）循证观察：护理工作人员必须实时观察患儿

的病情和病症程度，主动询问患儿家属是否存在家族

遗传史，入院后及时对患儿进行产期异常病史、心电

图、脑电图、脑部 ct、血常规、发病后家长如何处理、

高热惊厥持续时长以及首次高热惊厥时长等进行一一

检查。通过采用循证护理和患儿高热惊厥的全面检查，

从而找出导致小儿高热惊厥病复发的相关因素。 
1.3 观察指标 
（1）将本次实验的两组并发症发生率进行对比，

如，误吸，感冒、舌咬伤、脑损伤。 
（2）将两组时间家长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采用

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评价表格，此次满意度调查一共

分为四项内容：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

意，经调查后以前两项内容度满意度进行计算。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的相关数据处理和计算采用专业的

SPSS 22.0 软件，计量资料用（x±s）代表，检验为 t，
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 χ2 检验，如果对比结果

符合 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对 
本次实验观察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7.5%，对照

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32.5%，经对比循证并发生总发

生率更低，对比结果符合（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1。 
2.3 护理满意度比较 
此次实验对照组满意度为 75%，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为 97.5%，结果表明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对比符合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 讨论 
在临床医学中，小儿高热惊厥病症特殊，属于新

型儿科疾病，该病具有极高的发病率，主要由上呼吸

道感染所致，其他感染也会增加该病发生几率。 

表 1  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误吸 感冒 舌咬伤 脑损伤 总发生率 

对照组（n=40） 4 3 3 3 32.5% 

观察组（n=40） 1 1 0 1 7.5% 

χ2值     7.813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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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30 5 4 1 97.5%（39/40） 

对照组 40 15 10 5 10 75%（30/40） 

P      <0.05 
 
通过分析小儿高热惊厥疾病，该病的发生和小儿

的中枢神经系统有直接关系。因幼儿年龄小，免疫机

能差，身体各项机能尚未发育完全，所以，脑部皮层

不能被有效抑制，从而导致神经元过度放电，进而造

成患儿骨骼肌群出现暂时性收缩。该病主要表现为大

小便失禁、面部青紫色、咬舌或口吐白沫[1]。随着幼

儿年龄的增长，大脑神经系统以及身体其他各项机能

也逐渐发育成熟，此阶段患小儿高热惊厥病的几率会

逐渐减少。该病发病率速度快，属于儿科急性病症，

通常患病症状较为严重，部分小儿患病后可能伴随其

他并发症，因此，小儿高热惊厥并严重影响孩子的生

长发育和身体健康。一般来说，如果小儿表现为体温

升高，达到 39℃，此时极容易引发小儿高热惊厥病，

此时若不能及时采取救治，将严重影响患儿的生命安

全，甚至造成死亡[2]。与此同时，小儿高热惊厥并如果

得到有效根除，后期发病的几率会增大，高热现象以

及惊厥时间都会延长，极容易导致患儿脑部损伤，影

响其健康成长。临床中，小儿高热惊厥病的发病因素

较多，但呼吸疾病以及感性疾病患儿有更高的发病率，

发病后表现为局部或全身性肌肉抽搐、两眼无神、面

色青紫或惨白、眼光斜视或凝视，此时患儿的意识逐

渐模糊甚至昏迷。病症较轻的患儿及时采取有效的治

疗病情会得到明显缓解，但是病症较重的患儿如果不

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将会诱发其他并发症，对患儿

的生命安全存在巨大威胁[3]。因幼儿处于成长阶段，自

身的意识并不是很清晰，所以仅凭常规的护理方式效

果不明显，无法全方位、系统性的进行护理，护理过

程中存在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治疗的实际效

果。此外，虽然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对病症有所控制，

可一直病情再次进展，使患儿机体损伤得以减轻，不

过如果高热惊厥并二次复发时，常规的护理方式效果

明显降低，对幼儿的健康造成影响[4]。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将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进行

对比，对照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在 32.5%，而观察组

的误吸、舌咬伤、感冒以及脑损伤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7.5%，相比对照组更低，此次实验表明，采用循证护

理方法可有效减少患儿并发症的发生几率，两组对比

符合（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次研究中，对照

组护理满意度为 75%，观察组满意度为 97.5%，通过

对比发现，严查组的患儿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

组对比结果差异符合（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经

试验证明，采用循证护理法不仅可以提高护理质量，

促进患儿尽快恢复，同时循证护理法更易被家长所接

受。将循证护理法运用到小儿高热惊厥病中，可有效

降低该病的复发几率，不仅使复发间隔时间得以延长，

同时还能促进医患关系。 
总而言之，在小儿高热惊厥疾病中，采用常规的

护理方式效果单一，不能满足患儿及家属的护理需求，

而将循证护理法应用到小儿高热惊厥病中护理中，可

有效提高整体护理质量，促进医患关系，降低该病复

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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