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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儿推拿对小儿腹泻病的治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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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小儿腹泻治疗中小儿推拿的应用情况。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的 100例患儿均于 2018年 9月-2019年 9月入
我院进行治疗，将其随机分两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小儿推拿治疗，对比两组患儿对治疗的
依从情况以及治疗效果。结果 就治疗有效率对比来看，研究组较高，就治疗有效率对比来看，研究组较高（P＜0.05）。结论 小
儿腹泻治疗中小儿推拿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单独常规治疗，能够提升患儿对治疗的依从性，促进患儿临床症状的改善，缓解患
儿痛苦，建议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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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是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患
儿患病后的临床症状主要为大便次数增加，大便性状改变，
部分患儿会伴有恶心呕吐情况，如未能及时进行治疗处理，
还会发展至电解质紊乱、酸中毒甚至脱水等严重程度，严重
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患儿的患病时间主要为夏
季或者秋季，患儿年龄越小，发病率越高

[1]
。为此，我院就

引入小儿推拿治疗，参与本次研究的 100 例患儿均于 2018 年
9 月-2019年 9 月入我院进行治疗，围绕患儿对治疗的依从情
况以及治疗效果展开研究，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的 100 例患儿均于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入我院进行治疗，将其随机分两组，对照组男女占比 25:25，
年龄跨度 3-28 个月，平均年龄（16.41±2.53）岁，患病时
间 6天-9个月，平均（6.87±0.16）年。研究组男女占比 20:30，
年龄跨度 3-29 个月，平均年龄（16.37±2.46）岁，患病时
间 9 天-9 个月，平均（6.79±0.21）年。患儿均符合小儿腹
泻的诊断要求

[2]
；无药物或者食物过敏情况；无意识障碍或

者精神异常情况；无先天性系统性疾病；患儿家属均知晓并
自愿配合完成本次研究；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经分析，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已经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研
究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患儿入院后及时为患儿进行补液，
促进患儿消化的提升，根据患儿的实际情况选择相适合的药
物进行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小儿推拿治疗，
推拿治疗部位主要为运板门、大肠、摩腹以及分腹阴阳等，
①坐位推拿，患儿坐在床上，医生站立在患儿左侧，左手握
住患儿左手，使用右手对脾经、大肠、小肠以及板门进行推
拿按摩。②仰卧推拿，医生仰卧在床上，患者站立在患儿右
侧，对其中脘以及脐部进行按摩，每个部位按摩 5 分钟。根
据患儿的症状进行加减治疗，湿热患儿推拿治疗中需退六腑，
加清大肠，推下七节骨；寒湿患儿推拿治疗中加揉外劳宫，
推三关，揉天枢；食积患儿推拿治疗中加清脾胃，搓脐，拿
肚角；脾虚患儿推拿治疗中重用补脾经，揉板门及揉脾胃俞 ，
加用推运八卦；脾肾阳虚患儿推拿治疗中加推或揉肾俞，所
有患儿推拿治疗中均以局部发热为适宜，每天推拿 2 次，连
续推拿 3-5 天为一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儿对治疗的依从情况以及治疗效果
[3]
：①依

从性判定要求如下：患儿对于各项治疗要求的配合率能够达
到 70%以上为为完全依从，患儿对于各项治疗要求的配合率
处于 30%-70%为基本依从，患儿对于各项治疗要求的配合率
为 30%以下为不依从，依从率=（完全依从+部分依从）/50×
100%。②治疗效果判定要求如下：患者治疗后腹泻症状基本
消失，酸碱平衡紊乱情况有明显缓解，大便常规检查恢复正
常，水电解质失衡情况以完全改善为治疗显效；患儿治疗后
腹泻次数与治疗前相比有所减少，大便性状有明显改善，大

便常规检查有明显改善为治疗有效；治疗后大便性状、水电
解质、酸碱水平等均未见改善为治疗无效，有效率=（显效+

有效）/50×100%。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2.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计量资料用率（%）
和（x̅±s）描述，行 x²和 t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 

就治疗有效率对比来看，研究组较高（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n(%)] 

2.2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 

就治疗有效率对比来看，研究组较高（P＜0.05）。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n(%)] 

分组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31 17 2 48（96.00） 
对照组 50 20 20 10 40（80.00） 
x²     6.061 

P     0.014 

3 讨论 

小儿腹泻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其中较为常见的主要为
小儿自身机体免疫力较低、肠道系统的负担比较大、胃肠道
环境内部的菌群失调以及消化系统发育不成熟等。另外，患
儿自身的饮食结构以及饮食习惯同样会影响到患儿胃肠道系
统的稳定性，促进腹泻的进一步发生

[4]
。患儿治疗中不仅要

完善相关治疗工作，还需要对其日常饮食进行调节，降低患
儿并发症的发生。药物治疗是小儿腹泻患儿治疗中较为常用
的治疗方式，但是如患儿用药时间过长，患儿的用药依从性
会不断下降，治疗效果也会有所降低，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
效果。随着中医研究的不断开展，对于小儿腹泻的研究也在
不断深入，中医研究认为，小儿腹泻的发生原因主要是由于
其脾常不足，加上外邪影响，另可能由于内伤乳食或者脾肾
阳虚，随着患儿腹泻症状的不断发展，脾胃运化会出现失调
情况

[5]
。患儿患病后的病变主要集中在脾胃系统，临床治疗

中需要重视运脾化湿驱邪扶正。小儿推拿在小儿腹泻患儿治
疗中的应用能够起到健脾部胃，补大肠对于肠道的调节和止
泻效果较好，能够除湿利水，达到清小肠的效果。与单独药
物治疗相比效果显著，但是在实际推拿治疗过程中需要控制
好推拿力度，保持手法轻柔，不可过于用力，避免对患儿造
成刺激，推拿过程中可使用滑石粉或者甘油作为推拿介质，
缓解推拿的力度，如推拿部位存在烧伤或者皮肤破损情况则 

分组 例数 非常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研究组 50 30 18 1 49（98.00） 

对照组 50 22 19 9 41（82.00） 

x²     7.111 

P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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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进行推拿治疗，避免推拿导致局部出现局部感染情况。
另外，小儿推拿治疗过程中需要根据小儿的耐受性逐步增加
推拿力度，刺激由轻到重，确保患儿能够慢慢适应，治疗中
还需要根据患儿的治疗情况配合对其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进行
调整，综合调整完善治疗效果，缓解患儿痛苦，提升其康复
效果。 

本次研究中，就治疗有效率对比来看，研究组较高，就
治疗有效率对比来看，研究组较高（P＜0.05）。可见，常规
治疗联合小儿推拿在小儿腹泻治疗中的应用对于患儿治疗依
从性的提升，临床症状的改善以及治疗效果的提升均较好。 

综上所述，小儿腹泻治疗中小儿推拿的治疗效果明显好
于单独常规治疗，能够提升患儿对治疗的依从性，促进患儿
临床症状的改善，缓解患儿痛苦，建议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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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患者的盆地组织部位比较隐蔽，单纯利用物理检查
以及生物学检验误诊率较高，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临床
主要应用盆底超声检查，能够对于患者的盆底结构如患者的
肛提肌裂孔、耻骨直肠等充分显现，同时更加明确患者的病
情，同时也可以结合临床治疗使治疗方案更加安全有效，改
善患者压力性尿失禁以及性生活障碍等状况，提升患者的生
活质量

[3]
。 

本文研究显示，静息状态下及张力状态下两组的超声检
查结果均差异显著，对照组检查数值更低（P<0.05）。 

综述，检查值盆底超声检查在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中诊断效果明显，能够有效提升诊断准确率，值得在临床推
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丽珍,冯才敏.经会阴三维盆底超声检查在诊断经阴道
分娩、剖宫产患者盆腔脏器脱垂的价值分析[J].现代医用影
像学,2020,29(03):529-531. 

[2]曾静,陈嘉欣,陈丽珍.盆底超声在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和分析 [J].现代医用影像
学,2020,29(03):538-539+544. 

[3]钟文乐,杨璞,王李洁.盆底二维超声检查在评估女性产后
盆底组织结构及功能障碍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J].实用医技
杂志,2019,26(10):1243-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