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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改善轮状病毒腹泻患儿生活质量中的效果

孙
!

燕!钟桂莲!张
!

薇!孟芳芳!刘海英

江西省九江市妇保健院西院'江西省九江市儿童医院西院门急诊科!江西九江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针对性护理在改善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方法
!

以该院
.#$3

年
$

月至
.#$X

年
$

月收治的
21

例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成观察组
!2

例!对照组
!3

例!对照组

患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前者基础上行针对性护理!观察两组患儿退热时间#止吐时间#止泻时间#护

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

观察组患儿退热#止吐及止泻时间与对照组患儿比较!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两组患儿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儿护理后生活质

量评分较护理前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且观察组患儿升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轮状

病毒所致腹泻患儿应用针对性护理能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其恢复!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轮状病毒&

!

腹泻&

!

针对性护理&

!

生活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03."/3

&

0!3(/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3.)2!""

$

.#$2

%

$!).#2#)#(

!!

轮状病毒感染具有明显季节性#在
.#c

左右气

温下轮状病毒较为活跃#尤其是秋冬更替时期+小儿

腹泻常因轮状病毒感染所致#该病在
"

岁以下婴幼儿

群体中发病率较高#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儿科消化系统

疾病'

$).

(

+患儿主要临床特征为大便次数明显增多)

大便性状发生改变)腹痛)呕吐及发热等#不仅会对其

消化系统造成损伤#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脱水)酸碱平

衡及水电解质失调等'

(

(

+有资料显示#每年全世界有

"##

万至
$X##

万婴幼儿因腹泻而死亡#且近年来呈

逐年递增趋势#已对儿童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

(

+

因婴幼儿年龄过小#无法准确描述出自身病情#因此#

医护人员应对其加强监护#积极采取对症治疗和针对

性护理#以降低其病死率'

"

(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护理

需求的不断提高#有关患儿生活质量方面的改善已逐

渐成为临床探讨的热点话题'

1

(

+本研究分析了本院

对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应用针对性护理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3

年
$

月至
.#$X

年
$

月收治的
21

例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分成观察组
!2

例和对照组
!3

例#对照组中男
.2

例#女
$X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e#/1"

%

岁&病程
.

"

3?

#平均$

(/1Xe#/13

%

?

&每天腹泻次数

为
1

"

$$

次#平均每天$

X/."e$/!1

%次&

.$

例患儿伴

有发热#

.1

例患儿伴有呕吐#

$!

例患儿伴有轻度脱

水#

.1

例患儿伴有中度脱水#

3

例患儿伴有重度脱水+

观察组中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1e$/11

%岁&病程
$

"

3?

#平均$

(/3#e#/1.

%

?

#

每天腹泻次数为
"

"

$$

次#平均每天$

X/.Xe$/!"

%

次&

..

例患儿伴有发热#

.3

例患儿伴有呕吐#

$"

例患

儿伴有轻度脱水#

.X

例患儿伴有中度脱水#

1

例患儿

伴有重度脱水+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病程)腹泻次

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

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究#且

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

意批准后进行+

$//

!

方法
!

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包括!$

$

%定

期消毒和病室通风#注意保持病室内舒适和安静#将

室内温度控制在
.#

"

."c

#室内湿度控制在
""[

"

1#[

#给患儿创造出良好舒适的住院环境+$

.

%病床

应保持整洁干净#定期更换被套和床单#医护人员与

患儿接触后应洗手和消毒#以免发生交叉感染+$

(

%

对患儿每日大便次数和性状进行实时记录#并进行动

态比较和分析#若出现异常应立即通报医师予以处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理#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防止出现不良后果+$

!

%

对患儿体温进行实时监测#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物理

降温措施#必要情况下可采取药物降温方式+$

"

%密

切观察患儿有无严重脱水)低钾)水电解质失衡等症

状#并帮助其及时纠正上述情况+$

1

%注意观察患儿

的病情变化#尤其是血压)脉搏)瞳孔)体温变化#发现

异常应立即告知医师采取治疗或抢救措施+

观察组患儿在上述常规护理基础上行针对性护

理#内容具体如下!$

$

%心理疏导#在疾病影响下#患儿

可能产生烦躁不安和精神萎靡等症状#会导致其家长

产生不良情绪#医护人员应对患儿家长加强心理护

理#主动积极与其进行交流#向其耐心讲解腹泻发生

原因和病情#帮助其缓解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使其

积极配合患儿的治疗工作+$

.

%用药护理#蒙脱石散

剂是腹泻患儿的首选药物#该药能减少毒素的吸收#

加快受损肠黏膜功能恢复#从而进一步发挥止吐和止

泻作用#用药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儿有无不良反应#

若其出现眼睑浮肿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使用药

物+$

(

%发热护理#多数患儿伴有发热症状#需定时测

量体温#急性发作期应每隔
#/"<

测量一次#体温不稳

定时应每隔
(<

测量一次#体温稳定时应每隔
1<

测

量一次+当患儿体温超过
(X/"c

时#应立即给予物

理退热#必要情况下可应用药物退热#患儿退热过程

中出汗较多#应及时给其擦汗或更换衣物#以防感冒+

$

!

%饮食护理#对于正在接受母乳喂养的患儿#应继续

给予母乳喂养#禁止突然断奶+对非母乳喂养的患儿

应根据其具体病情调整饮食方案#应以流质或半流质

饮食为主#多进食高蛋白质和高热量食物#依据少食

多餐原则进食#避免加重胃肠道消化负担+$

"

%皮肤

护理#医护人员应告知患儿家长勤换尿布#尿布应选

择吸水性能较好的棉布#注意保持患儿臀部皮肤干

燥)清洁#大小便后应用温水擦浴#保持肛周干燥#当

臀部发红时可涂抹适量紫草油#出现尿布湿疹时应涂

抹适量氧化锌乳膏或制霉菌素+

$/'

!

观察指标
!

对两组患儿退热时间)止吐时间)止

泻时间)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进行观察+选择少儿

主观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表对患儿护理前后的生活质

量进行评估#主要包括认知满意度)情绪满意度和总

体满意度
(

个方面#分数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3

(

+护

理前)护理后分别指入院时及出院时+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2/#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Ke

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样本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各项临床指标情况比较
!

观察组患儿

退热)止吐及止泻时间较对照组患儿明显缩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各项临床指标情况比较#

KeF

$

组别
)

退热时间$

<

% 止吐时间$

?

% 止泻时间$

?

%

观察组
!2 $1/."e"/2X $/3.e#/1X (/(.e#/X1

对照组
!3 .3/("e3/!X ./"$e#/3" "/1$e$/(!

@ X/#!3 "/!$$ $#/##3

!

$

#/#"

$

#/#"

$

#/#"

///

!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两组

患儿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两组患儿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均有一定

程度升高#且观察组患儿升高更明显#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KeF

(分$

组别
)

认知满意度

护理前 护理后

情绪满意度

护理前 护理后

总体满意度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 "1/."e1/.$ 3./$"e1/2X "X/2$e1/"X 3X/1#e3/2. "X/$"e1/12 31/(XeX/.$

对照组
!3 "1/(#e1/." 1$/(1e3/$! "X/2"e1/1. 1X/"(e3/(2 "X/.#e1/1" 11/(!e1/X"

@ #/#(2 3/!X3 #/#(# 1/!(" #/#(3 1/!2.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

小儿腹泻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主要和小儿消

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全)肠道中菌群分布失调)机体防

御力低下#以及母乳喂养等因素有关'

X)2

(

+婴幼儿发

生腹泻后#多数会出现脱水)水电解质失衡等现象#若

未采取积极有效治疗和护理措施进行干预#易发生酸

中毒或碱中毒现象#严重者甚至会危及生命'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退热时间)止吐时

间)止泻时间较对照组患儿短#提示针对性护理能促

进患儿各项临床症状的恢复#这与井立侠'

$.

(的研究结

果一致+两组患儿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无明显差异#

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且观察组升

高更明显#护理人员密切关注观察组患儿病情改变及

各种临床表现#每日记录其大便次数)性状及量#并及

时送检#加强体温监测#对患儿精神状态及脱水程度

进行仔细观察#并与临床医师加强沟通#以便及时调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整治疗方案#避免出现严重后果+通过对观察组患儿

家长加强健康教育#向其讲解腹泻病因)临床症状)治

疗方法和预后相关注意事项等#指导患儿家长掌握各

种患儿的日常护理方法和隔离措施#日常护理中做好

患儿臀部皮肤及口腔护理#帮助患儿调整饮食结构#

并鼓励其采取母乳喂养方式#促进患儿尽快恢复#提

高其生活质量+另外#医护人员对病房应加强消毒和

隔离#注意保持室内通风#温度适宜#给患儿营造舒适

温馨的环境#以免发生院内感染或交叉感染'

$()$!

(

+有

研究提出#实施针对性护理时#医护人员需充分考虑

患儿生理)心理特点#根据其实际情况)病情轻重程度

及患儿家属的实际需要#制订出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方

法#并依据治疗进展调整护理方案#给予患儿全方位

和多层次的护理#以取得满意成效'

$"

(

+

综上所述#对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应用针对性

护理可取得满意效果#能改善其生活质量#缩短其临

床症状的恢复时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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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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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

徐真谛!李元宽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检验科!重庆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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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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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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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及血清中
6@0W%)($

表达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方法
!

选择
.#$(

年
X

月至
.#$"

年
X

月在该院治疗的疑似肺癌伴有胸腔积液的患者
1"

例!根据患者最终病理结果分

为肺癌组$

(#

例%#非肺癌组
("

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探讨
+W%

异倍体及
6@0W%)($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

胸腔积液
+W%

异倍体的诊断效能较高!优于
6@0W%)($

!其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分别为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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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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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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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倍体#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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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肺癌的独立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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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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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倍体和血清
6@)0W%

水平诊断肺癌具有较好的特异度和灵敏度"

关键词"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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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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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目前已经被

广泛运用于肿瘤的诊断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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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分

析某种特定蛋白质
0W%

的水平反映基因表达情况#

从而判断肿瘤的增生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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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以反应

细胞增殖的活性#异常细胞染色体能提示肿瘤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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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临床最常见的肿瘤#胸腔积液可以是肺

癌早期的临床表现#但胸腔积液同时是多种良性疾病

的表现#早期判断疾病的性质#有助于疾病的治疗#有

益于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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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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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类

小型的非编码
0W%

#在肿瘤生长发育过程中有重要

意义#测定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水平及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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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有助于肺癌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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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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