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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护理中应用循证护理的效果 
党吉 

武威市人民医院  甘肃武威  733000 

摘要：目的：探讨小儿腹泻中应用循证护理的效果。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腹泻患儿
8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所有患儿分为两组，一组是实验组（n=40），一组是对照组（n=40）。给予对照组患
儿常规护理干预，给予实验组患儿循证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后的止泻时间和住院时间。结果：经过护理，实验组患儿
止泻时间和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腹泻患儿实施循证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升护理效果，
缩短患儿止泻时间和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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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儿腹泻是我国婴幼儿最常见的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

以腹泻为主的一组疾病
[1]
。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通

常情况下，小儿腹泻发病促(急)且容易反复发作，其典型临

床表现为患儿大便次数增多、大便形状改变，同时还伴随着

发热、呕吐、腹痛等症状
[2]
。小儿腹泻对患儿身体健康和正

常发育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需充分重视对小儿腹

泻的治疗与护理。本文通过对 80 例小儿腹泻患儿进行研究，

探讨循证护理在小儿腹泻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腹泻

患儿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所有患儿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其中实验组患儿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区间为 2-6 岁，平均年龄（3.25±0.24）岁，10

例喂养不当，17 例病毒性腹泻，13 例细菌性腹泻；对照组患

儿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区间为 1-5 岁，平均年龄（3.36

±0.57）岁，12 例喂养不当，15 例病毒性腹泻，13 例细菌

性腹泻。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患儿常规护理，即遵从医嘱指导患儿用药，

调节患儿饮食，观察患儿腹泻情况。 

1.2.2 实验组 

给予实验组患儿循证护理，具体为： 

①总结问题：护理人员要分析患儿腹泻的原因，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结合以往护理经验，制定相应的护理对策。 

②建立循证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护士长 1 名，护师

1 名，护理人员 1 名。护士长负责监督和指导护理小组实施

护理，评估护理效果，护士负责落实每一项护理对策，保证

护理小组的护理效果。 

③制定护理方案：根据患儿病情实际情况，及时采取止

泻、补液、纠正水和电解质水平的情况。 

④饮食护理：为患儿制定合理的饮食护理，及时为患儿

补水，避免患儿腹泻出现脱水情况。 

⑤预防护理：做好病房清洁，保持良好通风，为患儿营

造一个良好的住院环境。 

⑥健康教育：将腹泻疾病的相关知识告知患儿及家属，

从而提高家属和配合度。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患儿的止泻时间和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和 t 表

示计量资料，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经过护理，实验组止泻时间为（1.12±0.23）天，对照

组止泻时间为（3.25±0.55）天，经过对比，实验组止泻时

间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t=22.597，P=0.001＜0.05）。 

2.2 住院时间对比 

实验组患儿住院时间为（4.21±0.22）天，对照组患儿

为（7.67±1.22）天，实验组患儿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有

统计学意义（t=17.652，P=0.001＜0.05）。 

3 讨论 

小儿腹泻在临床上发病率较高，由于小儿正处于发育阶

段，机体尚未成熟，自身免疫功能较低，肠道微生态环境较

为脆弱，若受到外界细菌病毒侵袭后，极易出现腹泻、腹痛。

据研究显示，腹泻是导致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
[3]
。小儿腹泻常见临床症状为腹泻、腹痛、发热等，如果不

及时对患儿进行有效的治疗，将会对患儿身体健康和生长发

育造成严重影响。但是由于患儿年龄偏小，缺乏安全感，同

时腹痛也会导致患儿情绪脆弱，容易对治疗产生抵触，进而

降低患儿与医护人员的配合度，影响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因而，在临床上需要切实有效的护理干预辅助小儿腹泻的治

疗。 

常规的护理干预遵循医嘱指导患儿用药并观察患儿具体

情况，护理效果一般。循证护理是一种现代化的护理干预模

式，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结合以往经验，制定符合患

者需求的护理方案并在实践中落实
[4]
。成立循证护理小组，

由专业人员对患儿实施护理措施，通过对患儿实施饮食护理，

及时补充营养和水分；通过预防护理为患儿提供安全舒适的

病房环境，减少感染；通过健康教育消除患儿家长的疑惑，

提高配合度。经过上述护理措施，可有效改善患儿临床症状，

促进患儿身体恢复。在本次研究中，实验组患儿止泻时间和

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应用小儿腹泻护理中，可显著改善

其腹泻等症状，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儿痛苦及患儿家庭的

经济负担，节约社保资金，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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