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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小儿腹泻及体温恢复的干预效果及护理满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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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循证护理对小儿腹泻及体温恢复的干预效果及护理满意度影响。方法以小儿腹泻患者 200 例为对象，研究时间
为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分为参照组 100 例（常规护理）与研究组 100 例（循证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
患儿腹泻消失时间、发热消失时间均优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小儿腹泻应用循证护
理，有效缓解临床症状，缩短治疗时间，促进恢复，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显著护理效果，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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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儿腹泻为临床常见消化系统疾病，表现为大便次数增

多、性状改变等。研究数据表明，小儿腹泻者数量不断增多，
其死亡率也随之升高

[1]
。对于小儿腹泻者，多采用肠道益生

菌治疗，但因腹泻患儿因年龄小，行为不受思想控制，在治
疗过程中存在哭闹情绪，对疾病的治疗十分不利

[2]
。因此应

当重视腹泻患儿的护理干预。本文将以 200 例患者为对象，
探究循证护理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小儿腹泻患者 200 例为对象，研究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分为参照组 100 例与研究组 100 例。参照组，
43 例男性，57 例女性；年龄是（5.34±1.93）岁；病程是（3.56
±1.09）天。研究组，45 例男性，55 例女性；年龄（4.32
±1.46）；病程是（3.47±1.12）天.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分析，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患儿体征变化，监测生命体

征指标，包括血压、心率等，若患儿出现哭闹等不配合现象，
给予安慰、鼓励，并播放音乐、动画片等，转移患儿注意力。 

研究组应用循证护理：成立护理小组，由护士长与护理
人员组成。循证问题剖析：腹泻影响因素、治疗方法、饮食
指导等，结合循证情况最终确定患者的护理问题。制定护理
计划：（1）心理护理：积极与患儿互动，抚摸患儿，给予患
儿拥抱，缓解负性情绪；给予语言鼓励，医护人员操作时需
动作轻揉、细致耐心，表扬高度配合患儿，并采用肢体语言
鼓励。（2）加强健康教育：主动与患儿及家属沟通交流，讲
述疾病知识，包括病因、治疗防范、护理方法，强调治疗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良事件，要求患儿家属做好心理准备。积
极配合医护人员治疗。（3）常规护理：关注患儿精神状态、
体温变化、呼吸情况，腹泻患儿若提问升高，实施物理降温，
枕冰袋或者头部冷湿敷，为患儿提供温馨、舒适、恒温恒湿
治疗环境，确保呼吸道通畅，促进痰液排除。（4）指导患儿
饮食，膳食均衡，加强营养供给，1 岁以上患儿食用流质或
半流质食物，如肉末、稀粥、面等，少食多餐，禁食辛辣刺
激、高蛋白、油腻食物，增加饮食量，配合补充口服补盐液。
6 个月-1 岁患儿保持原有饮食习惯，采用单一辅食，包括米
汤等。6 个月以下患儿需暂停辅食，母乳喂养，母亲需增加
饮水量，人工喂养者不可更换奶粉次数。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儿症状恢复时间；随后，使用护理满意度量

表对满意度情况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采用%表示，检验方

法为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表示，检验方法为 T检验，差
异 P<0.05，统计学意义存在。 

2 结果 
2.1 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研究组患儿腹泻消失时间、发热消失时间均优于参照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所示。 
表 1：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sx  ） 

组别 n 腹泻消失时间（天） 发热消失时间（h） 

研究组 100 0.86±0.67 2.09±0.83 

参照组 100 1.65±0.59 5.54±1.74 

T 值 / 4.6235 7.9675 

P 值 /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分析 
研究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如表 2 所示。 
表 2：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100 51（51.00%）45（45.00%） 4（4.00%） 96（96.00%）

参照组 100 38（38.00%）47（47.00%） 15（15.00%） 85（85.00%）

X
2
值 / / / / 4.3571 

P 值 / / / / 0.0423 

3 讨论 
腹泻患儿在治疗过程中，若患儿未得到全面且针对性护

理方案时，症状控制效果不佳
[3-4]

。循证护理是一项明智、明
确、审慎的护理干预，结合患者个人愿望、临床检验、科研
结论，获取证据，为患者的治疗与护理提供依据

[5]
。与常规

护理干预相比，循证护理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具有较高
安全性，有助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护理效果显著

[6]
。小儿

腹泻应用循证护理，通过评估患者、成立小组、问题剖析与
制定计划，使整个护理过程更加规范，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加强饮食指导、心理指导、健康教育、基础护理，确保患儿
及家属充分掌握疾病知识，在治疗过程中积极参与，消除负
性情绪，保持积极乐观态度面对治疗，饮食指导有助于科学
饮食，提高免疫力，对疾病恢复与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次
研究结果可见，研究组患儿腹泻消失时间、发热消失时间均
优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综上所述，小儿腹泻应用循证护理，有效缓解临床症状，
缩短治疗时间，促进恢复，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显著护理
效果，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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