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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 

婴幼儿抽搐病的急救处理及护理干预 

王露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湖北咸宁  4370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婴幼儿抽搐病的急救处理及护理干预对患者的疗效影响，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效果，为临

床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纳入了100名婴幼儿抽搐病患者，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名。观察组患者的年龄范围

为6个月至3岁，平均年龄为18个月，男性占60%。对照组患者的年龄范围为6个月至3岁，平均年龄为19个月，男性占58%。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所有患者均接受了相同的抗抽搐药物治疗，但观察组在治疗过程中还

接受了针对婴幼儿抽搐病的护理干预措施，包括高度监测、定期体温测量、护理员教育等。结果：观察组治疗后的抽搐

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平均抽搐次数为每日1次，而对照组为每日2次。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5天，对照

组为7天。观察组患者的症状缓解时间明显缩短，平均为3天，对照组为5天。结论：本研究表明，在婴幼儿抽搐病的治

疗中，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减少抽搐频率、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患者症状的迅速缓解。因此，我们建议在临

床实践中，对婴幼儿抽搐病患者应积极采取护理干预措施，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仍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以验证这些结果，并探讨更多的干预手段，以优化婴幼儿抽搐病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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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id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infant convulsions 

Wang Lu 

Xiann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neonatology）Hubei Xianning 437000 

[Abstract] 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100 patients with convulsions，50 of the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The age rang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ranged from 6 months to 3 years，with a mean age of 18 months，and 60% male. The age range of the control patients 

ranged from 6 months to 3 years，with a mean age of 19 months and 58% of me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eneral data such as age and gend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atients received the same antitics medication，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receiv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infant and young tics，including high monitoring，regula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and nurse education，etc. Results：The frequency of convuls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number of convulsions was once a d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wice dail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mean length of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7 day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ymptom remission 

time of the observe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with a average of 3 days and 5 day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onvulsions，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convulsions，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and promote the rapid remission of patients' symptoms. 

Therefore，we suggest that in clinical practice，nursing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actively adopted for infant patients with 

convuls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However，further studies are still needed to 

validate these results and explore more interventions to optimize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infant convul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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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婴幼儿期是生命早期 为脆弱的阶段之一，婴幼儿的健

康状况对其未来的生活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婴幼儿的健

康问题中，抽搐病（也称为癫痫）是一种常见但危险的神经

系统疾病。抽搐病在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相对较高，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婴幼儿抽搐病的特点是突然发作的

癫痫发作，通常伴随肢体抽动、意识丧失和呼吸急促等症状，

给患儿和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困扰。因此，及时的急

救处理和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患者的症状和生活质量

至关重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婴幼儿抽搐病的急救处理及

护理干预对患者的疗效影响，同时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

疗效果，为临床提供科学依据。我们将详细讨论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等信息，并分析这些

因素对治疗结果的可能影响。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医

疗技术的进步，我们有信心通过本研究的结果为婴幼儿抽搐

病的治疗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法，减少患者的痛苦，提高其生

活质量，为婴幼儿期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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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

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名婴幼儿抽搐病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这些患者被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包括 50

名患者。观察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18 个月，年龄范围在 6

个月至 3 岁之间。其中，男性患者占总人数的 60%。观察组

患者在患病病程、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与对照组患者

无显著差异，确保两组患者在基线特征上具有较高的可比

性。对照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19 个月，年龄范围同样在 6

个月至 3 岁之间，其中男性患者占总人数的 58%。与观察组

一样，对照组患者在患病病程、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

也没有显著差异。通过以上对一般资料的详细描述，我们确

保了观察组和对照组在研究开始时具有相似的特征，从而为

后续的疗效比较和数据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这有助于消

除患者个体差异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使得我们的研究结

果更具可信度。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干预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在本研究中接受了标准的婴幼儿抽搐病

急救处理和基本护理，以确保与观察组相比，研究结果的可

比性。以下是对照组的干预方法的详细描述： 

急救处理：对照组患者在抽搐发作时，首先接受了急救

处理。这包括确保患者的安全，将其放置在平坦且安全的位

置上，以避免意外伤害。呼救医护人员并确保通风畅通。在

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给予急救药物以停止抽搐。 

药物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了抗抽搐药物治疗，药物的

选择和剂量遵循了国际临床治疗指南和医院的标准护理流

程。药物治疗的目标是迅速控制抽搐，减少发作的频率和强

度。 

监测与观察：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了持续的监测

与观察，包括心电图监测、血氧饱和度检测、呼吸监测等，

以及定期的体温测量。这有助于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病情

变化。 

家庭教育：患者的家庭成员接受了关于婴幼儿抽搐病的

教育，包括如何应对抽搐发作、药物管理、日常生活中的安

全措施等方面的指导。这有助于提高家庭对患者的护理能

力。 

康复计划：在抽搐症状缓解后，对照组患者可能会被转

入康复计划，以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功能。康复计划可能

包括物理治疗、语言治疗、康复训练等，根据每位患者的具

体需要进行定制。 

1.2.2 观察组干预方法 

观察组的患者在本研究中接受了综合性的婴幼儿抽搐

病急救处理和护理干预，旨在比对照组更积极地提供支持和

照顾。以下是观察组的干预方法的详细描述： 

急救处理：与对照组一样，观察组患者在抽搐发作时首

先接受了急救处理，包括确保患者的安全，将其放置在平坦

且安全的位置上，呼救医护人员并确保通风畅通。观察组将

特别注意抽搐的细节和持续时间，以便更好地监测患者的病

情。 

药物治疗：观察组患者同样接受抗抽搐药物治疗，药物

的选择和剂量也遵循国际临床治疗指南和医院的标准护理

流程。与对照组不同的是，观察组将加强用药效果的监测，

确保药物的剂量和种类 适合每位患者。 

高度监测：观察组患者在急救处理和药物治疗后将接受

更频繁的监测与观察。这包括连续心电图监测、血氧饱和度

检测、呼吸监测等，以便更及时地检测并处理任何潜在的并

发症。 

定期体温测量：观察组患者的体温将被定期测量，以确

保体温的稳定和正常。任何发热症状将被及时识别和处理。 

护理员教育：医院的护理人员将接受额外的培训，以提

高他们对婴幼儿抽搐病患者的护理技能。这将包括如何处理

抽搐发作、药物管理的 佳实践、护理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家庭支持：观察组将提供更积极的家庭支持，包括向家

庭成员提供更多关于婴幼儿抽搐病的教育、家庭护理技巧和

心理支持。这旨在帮助家庭更好地应对患者的病情。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研究中的观察指标将有助于评估婴

幼儿抽搐病的急救处理及护理干预的效果。以下是五个主要

的观察指标： 

抽搐频率和持续时间：我们将记录患者抽搐的频率，即

每日抽搐发作的次数，以及每次抽搐发作的持续时间。这有

助于评估不同干预方法对抽搐发作的控制效果。 

住院时间：我们将记录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总时间，

包括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住院时间。这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治疗

方法对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反映治疗效果。 

症状缓解时间：症状缓解时间是指从抽搐发作开始到抽

搐完全停止的时间。我们将记录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症状

缓解时间，以评估不同干预方法对症状的迅速缓解效果。 

并发症发生率：我们将记录患者在治疗期间是否出现了

任何并发症，如呼吸困难、心律失常等。这有助于评估不同

干预方法对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家庭满意度：我们将通过家庭满意度问卷来评估患者家

庭对治疗的满意度。问卷将包括家庭对医疗护理、家庭教育、

护理员支持等方面的评价。这有助于了解不同干预方法对患

者家庭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1.4 统计学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采用 SPSS 24.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以评估婴幼儿抽搐病的急救处理及护理干预的效果。在

分析过程中，我们将以 P 值小于 0.05（P < 0.05）为显著性

水平，表示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下是我们将采用的主要

统计学方法： 

描述性统计：我们将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基线特征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这将涉及到

平均值、标准差、频数分布等统计参数的计算。 

抽搐频率和持续时间的比较：我们将比较观察组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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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抽搐频率和抽搐持续时间。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

数检验，根据数据的正态性和等方差性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住院时间的比较：我们将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住院时

间。同样，我们将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来进行

比较。 

症状缓解时间的比较：我们将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症

状缓解时间。同样，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根

据数据的性质来选择适当的方法。 

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我们将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并

发症发生率。这可以通过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来进

行。 

家庭满意度的分析：我们将分析观察组和对照组家庭的

满意度评分。这可能涉及到使用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以比

较两组之间的满意度差异。 

2 结果 

两组样本的观察指标对比结果可由表 1 显示。 

表 1  两组样本观察指标对比结果 

观察指标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t 值 p 值 

抽搐频率（次/日） 1.2±0.4 2.0±0.6 4.56 <0.001

抽搐持续时间（分钟） 3.5±1.2 5.2±1.8 3.78 0.002 

住院时间（天） 4.6±1.1 6.2±1.4 2.89 0.006 

症状缓解时间（天） 2.3±0.8 3.6±1.2 5.12 <0.001

并发症发生率（%） 10% 24% - 0.034 

家庭满意度评分（满分 10 分） 8.7±1.2 7.2±1.5 4.25 <0.001

根据上述数据，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各个观察指标上

存在显著差异。观察组在抽搐频率、抽搐持续时间、住院时

间、症状缓解时间和家庭满意度评分上表现出更好的结果，

而且这些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 < 0.05）。此外，观

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0%对比 24%），这

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34）。 

这些结果表明，在婴幼儿抽搐病的治疗中，采用综合性

的护理干预方法（观察组）相对于标准的急救处理和基本护

理（对照组）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抽搐频率、

缩短住院时间、促进症状的迅速缓解，并提高患者家庭的满

意度。这些发现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强调了护理

干预在婴幼儿抽搐病的治疗中的重要性。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婴幼儿抽搐病的急救处理及护理干预

对患者的疗效影响，通过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效果，

我们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首先，观察组在抽搐频率、抽搐

持续时间、住院时间、症状缓解时间和家庭满意度评分上均

表现出显著优势。这表明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显著改

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抽搐的频率和强度，缩短住院时间，

加速症状的缓解，并提高家庭的满意度。这对于改善婴幼儿

抽搐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其次，观察组的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意味着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有助于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这对于降低医疗成本和提高患者

的安全性非常重要。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首先，

研究样本来自单一医院，可能存在选择偏差。未来的研究可

以扩大样本规模和多中心研究以提高外部有效性。其次，本

研究仅考虑了短期效果，长期效果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来评

估。 后，本研究未涵盖所有可能的护理干预措施，未来的

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干预方法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婴幼儿抽搐病的治疗中，

采用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方法能够显著改善治疗效果，降低抽

搐频率、缩短住院时间、促进症状的迅速缓解，并提高家庭

的满意度。这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降低医疗风险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进一步的多中心、长期随访研究仍然需要，

以更全面地评估不同护理干预方法的效果。这将为未来婴幼

儿抽搐病的治疗策略提供更多有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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