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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护理对小儿腹泻的效果及护理质量的影响分析 

申红霞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广东佛山 

【摘要】目的 探究在对小儿腹泻患儿护理时开展饮食护理对患儿恢复以及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在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本院小儿腹泻患儿中选择 60 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30 例，开展常规

护理支持）和观察组（30 例，开展饮食护理）。针对两组患儿恢复情况以及护理质量进行对比。结果 统计两组

止泻时间以及退热时间，观察组均较短，P<0.05。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较高，P<0.05。护理质量观察组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小儿腹泻患儿护理时开展饮食护理干预，可以加快患儿恢复速度，提升护理质

量，增加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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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dietary care on pediatric diarrhea and the impact of nursing quality 

Hongxia Shen 

Shund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Jin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etary care on the recovery and quality of care for children with 
diarrhea. Method From March 2022 to December 2023, 60 children with diarrhea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3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support)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30 cases, receiving dietary care)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table. Compare the recovery status and nursing quality between 
two groups of pediatric patients. Results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horter duration of 
stopping diarrhea and reducing fever, P<0.05. Compar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higher satisfaction, P<0.05. The nursing quality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Dietar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are of children with diarrhea can accelerate their recovery speed,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and 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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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为儿科消化系统疾病中最常见且接诊量较高

的类型，诱发因素较为复杂，饮食不科学、细菌或者病

毒感染以及着凉等均可能导致，会直接影响到患儿胃

肠道功能。结合该部分患儿临床表现，主要存在有发热、

大便次数增加以及脱水等症状，若患儿未及时得到针

对性治疗，会增加酸中毒、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发生率，

不利于患儿健康[1-2]。在对小儿腹泻患儿治疗过程中，

为促使患儿可以迅速进行恢复，做好治疗期间饮食护

理同样较为重要。本次研究主要对饮食护理在小儿腹

泻患儿护理中的具体效果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本院小儿腹泻患儿

中选择 60 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

（30 例，开展常规护理支持）和观察组（30 例，开展

饮食护理）。在患儿组成方面，对照组中男性 18 例，

女性 12 例，年龄在 5~45 月，均值为（21.58±1.83）。

观察组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在 6~42 月，均

值为（21.58±1.92）。针对两组基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在治疗期间各方面护理工作都按照常

规模式进行，护理人员需准确评估患儿各方面生命指

标变化情况，科学用药，并告知患儿家长在治疗期间需

要注意的问题等。对于存在有躁动、不安患儿，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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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需协助家属及时进行安抚等。为患儿在治疗期间营

造舒适的病房环境，合理对病房内温度、湿度等进行调

节，增加患儿舒适感。观察组患儿在治疗期间则需要开

展饮食护理：（1）日常饮食了解。在患者治疗期间，

护理人员需要准确掌握患儿日常饮食情况，包括食物

类型、饮食频率等，评估患儿是否存在有不健康饮食

行为等。（2）饮食方式制定。针对母乳阶段患儿，护

理人员需耐心为母亲讲解正确喂养的方式，结合患儿

病症变化情况对喂养频率合理进行控制。并做好患儿

母亲的饮食指导工作，告知其在日常生活胡总需保持

低盐、低脂食物，保持饮食清淡，可适当增加新鲜水

果、蔬菜的摄入，达到补充维生素的目的，有助于提

升患儿免疫水平。针对处在辅食阶段患儿，护理人员

则需要结合患儿腹泻症状变化情况对患儿饮食方案

进行科学制定。按照饮食清淡、容易消化食物为主，

按照少量多次的方式进行喂养，早期可以选择米汤或

者米糊类食物，可适当增加对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丰

富食物的摄入。避免单次喂养过量，促使患儿出现腹

胀等症状。护理人员需对患儿每日水分摄入量严格进

行管理。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儿止泻时间以及退热时

间进行统计，并指导家属对临床护理工作满意度进行

评估，在患儿出院时指导家长按照百分制对护理工作

进行评分。85~100 分，视为满意。70~85 分视为较为

满意。70 分以下视为不满意。并针对护理质量进行评

估，按照百分制对饮食管理、病症管理以及护患沟通三

个维度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与两组有关数据都按照 SPSS21.0 进行

处理，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验，计量数据则

按照均值±标准差表示，t 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各症状改善时间统计 
统计两组止泻时间以及退热时间，观察组均较短，

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针对两组护理满意度统计，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患儿各症状改善时间统计（ sx ± ） 

组别 例数 止泻时间（d） 退热时间（h） 

观察组 30 3.68±0.35 10.25±2.68 
对照组 30 5.26±0.29 20.67±2.41 

t - 9.245 13.087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17（56.67） 12（40.00）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12（40.00） 12（40.00） 6（20.00） 24（80.00） 
χ2 - 5.241 0.000 12.142 12.142 
P - 0.008 1.000 0.001 0.001 

 
2.3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结合对两组患儿在治疗期间护理质量评估，在饮

食管理方面，观察组为（92.12±1.83），对照组为（82.73
±1.92），对比 t=10.758，P=0.001<0.05。在病症管理

方面，观察组为（91.23±1.92），对照组为（81.02±
1.68），对比 t=12.605，P=0.001<0.05。在护患沟通方

面，观察组为（89.98±1.88），对照组为（80.14±1.83），
对比 t=13.045，P=0.001<0.05。 

3 讨论 

小儿腹泻在临床一直保持有极高得接诊量，致病

因素较多，会针对患儿胃肠道功能造成不同程度影响，

促使患儿大便次数增加，伴随有高热、呕吐等方面症状，

对患儿健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3-4]。结合当前接诊

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小儿腹泻发生率存在

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患儿胃肠道功能尚未发育健全，容易受到外界刺

激。在常规护理干预过程中主要结合临床护理规定以

及患儿治疗方案等开展各方面护理支持，虽然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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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患儿在治疗期间的护理需求，但在促进患儿胃肠道

功能恢复方面的效果不佳。在持续腹泻的影响下，容易

对患儿胃肠道黏膜造成刺激，降低患儿对于部分（过硬、

过冷)食物的耐受性。患儿在治疗期间，饮食同样与病

症改善存在有联系，为促使患儿各方面症状可以迅速

得到改善，在日常护理过程中更需要做好患儿饮食指

导工作，确保患儿在治疗期间保持科学饮食，间接达到

促进患儿恢复的目的[5-6]。在张丽娥等[7]研究中指出，在

小儿腹泻患儿治疗过程中开展有效饮食护理干预，可

以间接达到促使患儿各方面症状进行改善的目的，加

快患儿恢复速度。 
在该部分患儿治疗过程中开展饮食护理支持，护

理人员准确了解患儿以往饮食习惯，并结合患儿病症

特点制定针对饮食干预措施，不仅可以满足患儿在治

疗过程中对于营养物质的需求，更可以避免不合理饮

食影响到患儿恢复。恢复早期选择清淡、营养丰富食物，

避免过早摄入辛辣、油腻或者不容易消化食物，减少对

胃肠道的刺激，降低肠道负担，可以为患儿各方面症状

迅速改善以及促进患儿恢复奠定基础。部分患儿在长

时间腹泻症状的影响下，容易出现畏惧进食或者抵触

进食的行为，不利于保障恢复期间正常营养需求。在饮

食护理干预过程中，结合患儿的饮食爱好制定饮食方

案，能够避免患儿在治疗期间出现不进食的情况。促使

患儿可以更加主动进食，保持日常营养需求。在谢亚等
[8]研究中指出，在小儿腹泻患儿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

结合患儿饮食爱好制定日常饮食方案，可以避免患儿

出现抵触进食的行为[8]。在喂养过程中，护理人员结合

患儿恢复情况对饮食方案制定，明确治疗期间饮食禁

忌，可以避免在治疗过程中因饮食不合理对患儿胃肠

道功能造成刺激，影响到腹泻症状改善[9]。尤其需要避

免过早对油腻、生冷以及不容易消化食物的摄入，避免

导致患儿胃肠道存在负担，促使患儿恢复早期发生腹

胀等症状，影响到患儿恢复。同时，更可以避免因不合

理饮食方案，导致患儿出现不适感，影响到患儿与其他

治疗、护理操作的配合性。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则开展

饮食护理，结合观察可见，在该护理模式的作用下，患

儿止吐时间、止泻时间以及退热时间明显短于常规护

理对照组，表明在该护理模式的作用下，可以间接达到

促进腹泻患儿各方面症状改善的目的，有助于患儿恢

复。而在李金煜等[10]研究中同样指出，在饮食护理干

预的作用下，可以加快腹泻患儿恢复速度。且结合对两

组患儿在治疗期间护理满意度评估可知，饮食护理配

合常规护理干预，可以增加家属对临床护理干预的满

意度，对于保障临床对小儿腹泻的综合护理效果具备

有重要作用。此外，结合对两组患儿在治疗期间护理质

量评估，在饮食护理干预的作用下，可以进一步保障临

床对小儿腹泻患儿的综合护理质量，对于促进患儿进

行恢复具备有重要作用，并有助于患儿胃肠道功能进

行恢复。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小儿腹泻患儿护理过程中开

展饮食护理干预，有助于促使患儿各方面症状进行改

善，增加临床护理满意度，保障对该部分患儿的综合护

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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