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易合并阴道滴虫或白色念珠菌感染#易误诊'漏诊

造成检出率偏低(另有研究表明#口服阿奇霉素对

.7

感染治疗效果显著#且女性讳疾忌医心理较重#可

能于诊所或自行于药店购买药物进行治疗#造成就诊

率降低)

%(

*

(

本研究显示#春'夏'秋'冬季
.7RQ"

阳性率分

别为
%+0551

'

%-0(,1

'

%+0$&1

'

%'0&(1

#夏季最高#

冬季最低#这与钱铸山等)

4

*

'吕萌萌等)

%'

*的研究结果

一致(随着气温升高#

.7

的活动性增加#导致感染率

也呈升高趋势#这可能与夏季气温更适合
.7

生长繁

殖且人群活动频繁有关(提示
.7

感染有季节特征(

综上所述#

.7

感染与年龄'性别'季节有关#提示

在今后的防治工作中需进一步加大就医人群尤其是

青年人群中
.7

感染筛查力度#提高检测能力和诊疗

能力#同时加强综合性干预活动和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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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腹泻患儿病情控制效果的影响

崔彩莉%

!魏
!

娜(

#

%0

陕西省子洲人民医院儿科!陕西榆林
$%-+55

&

(0

陕西省商洛市中心医院儿科!陕西商洛
$(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循证护理对腹泻患儿病情控制效果的影响%方法
!

回顾性分析子洲人民医院
(&%-

年

%P$

月收治的
-5

例腹泻患儿护理资料!按照护理方式不同将接受常规护理和循证护理患儿分别纳入常规组

"

'[+&

$和观察组"

'[+5

$%比较两组患儿护理效果!相关症状改善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家属

对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

观察组患儿护理总有效率"

5'0--1

$显著高于常规组患儿"

$,0&&1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0&,

$&观察组患儿止泻时间#退烧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常规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0&,

$&观察组和常规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0%(1

和
($0,&1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观察组患儿家属在护理态度#健康教育#护理技术#沟通交流的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组患儿家属

"

B

%

&0&,

$%结论
!

腹泻患儿护理工作中应用循证护理方式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发生!促进患

儿快速康复!患儿家属满意度高!值得推广%

关键词"循证护理&

!

新生儿腹泻&

!

效果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5+,,

"

(&%5

$

%-6($&'6&'

!!

腹泻患儿发病原因多样#其典型症状为大便次数

增多且性质变化#患儿在腹泻的同时又出现腹痛'呕

吐以及发热等并发症&接受检查发现#其机体中酸碱'

水和电解质平衡状态均出现紊乱)

%

*

(腹泻患儿若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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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及时治疗则会导致营养不良发生#对其身心健康

以及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循证护理为以科学证

据为基本#结合临床经验'相关科学技术与护理能力#

依据患者病情制订有效护理方案的护理方法)

(

*

(研

究显示#循证护理用于儿童护理工作中#可以有效改

善患儿病情#提高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

*

(本研究

为探讨循证护理对于腹泻患儿病情控制效果#对子洲

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本院-%近期接受循证护理与常

规护理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本院
(&%-

年
%P$

月收

治的
-5

例腹泻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患儿

接受相关检查后诊断为腹泻&$

(

%存在腹泻相关症状&

$

'

%患儿可正常接受护理&$

+

%护理资料完整(排除标

准!$

%

%患儿存在心'肝'肾等疾病&$

(

%先天性畸形患

儿&$

'

%并发其他相关儿科疾病&$

+

%不能配合研究中

相关护理工作(按照护理方式不同将接受常规护理

和循证护理的患儿分别纳入常规组$

'[+&

%和观察组

$

'[+5

%(常规组中男
(4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

平均$

,04+h%0-'

%岁&病程
%

$

4F

#平均$

'0+%h

&05,

%

F

&轻'中'重度脱水患儿分别有
%,

'

%'

'

%(

例&细

菌'病毒以及喂养不当导致腹泻分别有
%&

'

%-

'

%(

例(

观察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0+5h%04'

%岁&病程
%

$

$F

#平均$

'0,,h&0-'

%

F

&

轻'中'重度脱水患儿分别有
%$

'

%4

'

%4

例&细菌'病毒

以及喂养不当导致腹泻分别有
%+

'

((

'

%'

例(两组患

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0&,

%#具有

可比性(

$0/

!

方法
!

常规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持续观察患

儿入院后情况#记录患儿病情变化#接受饮食以及皮

肤护理同时做好消毒工作避免交叉感染发生(观察

组患儿接受循证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

%成立护理

小组(由
(

位高级职称和
,

位中级职称护理人员组

成护理小组#不同职称护理人员搭配工作防止工作中

出现疏漏($

(

%探究循证护理问题(对导致患儿腹泻

原因进行评估#综合讨论#查阅相关文献#制订护理措

施($

'

%制订循证护理措施(每天使用紫外线照

射
%?

病房进行消毒#患儿排泄物与呕吐物均进行针

对性处理#保证患儿所处环境空气流通#引导患儿勤

洗手#对患儿使用物品及时消毒#保持清洁(观察患

儿皮肤'尿量以及黏膜情况#记录患儿粪便性质'频率

以及形状#同时注意其是否有昏迷'抽搐'烦躁以及嗜

睡等状况发生#轻度脱水患儿可以进行口服补液#重

度脱水患儿予以静脉补液(患儿大小便后及时使用

温水帮助其清理臀部#清理完成后可擦拭适量爽身粉

使臀部保持干爽#臀部红肿患儿给予照射法治疗#促

进患儿快速康复(通过减少患儿饮食摄入量减轻患

儿肠胃负担#禁食脂肪类食物#同时控制碳水化合物

摄入#通过清淡饮食促进肠胃功能恢复&接受母乳喂

养患儿应该减少喂乳次数#主要进食牛奶与米汤#其

原则为先稀后稠#病情严重患儿则需禁食牛奶
4

$

-?

#食物主要以胡萝卜汤与苹果泥等为主#同时还需

补充维生素以及电解质(对患儿家属进行腹泻症状

以及发病原因健康宣教#改善其对腹泻认知&提醒家

属注意患儿日常活动#引导患儿积极运动#改善

免疫力(

$0'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患儿护理效果#相关症状

改善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家属对护

理满意度评分(相关症状改善时间包括止泻时间'退

烧时间(并发症包括感染'营养不良'感染性休克以

及真菌性肠炎(

$01

!

评价标准
!

护理效果)

+

*

!显效为患儿接受护

理
'F

内排便次数以及粪便性质恢复正常#呕吐等并

发症消失&有效为患儿接受护理
'F

内排便次数以及

粪便性质有较大改善#呕吐等并发症消失&无效为患

儿接受护理
'F

内排便次数以及粪便性质无变化甚至

进一步恶化(总有效率
[

$显效例数
\

有效例数%"总

例数
Z%&&1

(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调查患儿家属

对护理满意度#内容包括家属对护理人员护理态度'

健康教育'护理技术以及沟通方面进行评分#每项评

分总分为
%&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儿家属对护理

越满意(

$0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8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B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两组患儿护理效果比较
!

观察组患儿护理总有

效率$

5'0--1

%高于常规组患儿$

$,0&&1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0-45

#

B

%

&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护理效果比较'

'

#

1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5 (&

$

+&0-'

%

(4

$

,'0&4

%

'

$

40%(

%

常规组
+& %&

$

(,0&&

%

(&

$

,&0&&

%

%&

$

(,0&&

%

/0/

!

两组患儿相关症状改善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

观察组患儿止泻时间'退烧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明显

短于常规组患儿$

B

%

&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相关症状改善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F

%

8h@

&

组别
'

止泻时间 退烧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5 %05'h&0,+

"

%0&'h&04,

"

'0,(h%0%+

"

常规组
+& '04$h&0-' '0%5h&0'( ,0$'h%0-5

!!

注!与常规组比较#

"

B

%

&0&,

/0'

!

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观察组和常规

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0%(1

和
($0,&1

#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0&4,

#

B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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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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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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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

1

&(

组别
'

感染 营养不良 真菌性肠炎 感染性休克

观察组
+5 %

$

(0&+

%

%

$

(0&+

%

%

$

(&0+

%

&

$

&0&&

%

常规组
+& (

$

,0&&

%

'

$

$0,&

%

+

$

%&0&&

%

(

$

,0&&

%

/01

!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

观察组患

儿家属在护理态度'健康教育'护理技术'沟通交流满

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组患儿家属$

B

%

&0&,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满意情况评分比较#分%

8h@

&

组别
'

护理态度 健康教育 护理技术 沟通交流

观察组
+5$05,h%0'(

"

-0((h%0&'

"

$0,5h%0(,

"

-0,4h%04,

"

常规组
+&,0'5h%04- 40(%h'0,+ ,0--h%0'4 40&'h%0+5

!

注!与常规组比较#

"

B

%

&0&,

'

!

讨
!!

论

!!

小儿腹泻为在婴幼儿时期患儿肠胃道由于多种

病原菌入侵所致#以腹泻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患儿在

春'夏'秋等季节交替时由于免疫功能尚未完全发育

成熟#免疫力较差#相关消化酶与胃酸分泌量不足#导

致消化道功能容易出现紊乱&同时在此期间患儿饮食

不当'细菌病毒入侵使患儿容易出现腹泻)

,

*

(调查显

示#长期腹泻的患儿更易出现生长发育以及营养不良

情况)

4

*

#因此对于腹泻患儿要及时予以相关治疗与护

理(但是在实际护理期间#由于患儿年龄限制#不能

清楚地向护理人员表述其病情#这要求护理人员在护

理时随时观察患儿病情#对其进行科学合理护理#提

高护理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

*

(

临床上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腹泻患儿干预护理#李

超梅)

-

*的研究中腹泻患儿接受了综合措施护理#结果

显示#护理后患儿护理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方

式总有效率$

B

%

&0&,

%(本研究中#患儿分别接受循

证护理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护理总有效率

$

5'0--1

%高于常规组患儿$

$,0&&1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45

#

B

%

&0&,

%#其护理效果与上述研究

中护理结果相似(

循证护理又被称为实证护理#其要求护理人员在

护理期间严谨且合理运用临床经验'相关科研技术以

及根据患者意愿制订最合理护理方案)

5

*

(本研究以

循证护理理论为指导#依据患儿病情'相关研究制订

护理措施#系统高效解决患儿问题#有效提高了护理

质量以及疗效(宋小梅)

%&

*研究认为#接受循证护理的

腹泻患儿其快速康复主要由于护理中健康宣教改善

了患儿治疗依从性#及时对病情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患

儿病情变化#饮食护理可以提高患儿抵抗力#皮肤护

理减轻了患儿因疾病所受伤害#因此#患儿病情改善

显著(循证护理在常规护理经验基础上予以患儿针

对性专业护理#有效结合患者病情与相关研究理论#

在护理期间两者不断融合验证#对每个护理环节进行

优化#尽可能在促进患者康复基础上减少并发

症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常规组患儿并发症发

生率分别为
40%(1

和
($0,&1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0&4,

#

B

%

&0&,

%#说明循证护理在减

少腹泻患儿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

*

(本

观察组患儿家属在护理态度'健康教育'护理技术'沟

通交流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组患儿家属$

B

%

&0&,

%#其原因可能为循证护理为结合患者病情个性

化护理模式#其所有措施制订以及实施均为以患者病

情为基础实施#具有较强科学与有效性&在护理措施

实施期间#护理人员临床与专业知识得到充分应用#

使护理水平显著改善#获得患儿家属认可以及欢迎#

因此其满意度较高)

%(

*

(

综上所述#腹泻患儿护理工作中应用循证护理方

式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发生#促进患

儿快速康复#患儿家属满意度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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