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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健康教育对腹泻小儿护理的干预效果

冯园园
(济宁市社会福利中心 山东 济宁 272100)

【摘要】目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对腹泻小儿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以我院收治的 98例腹泻小儿患者为护理观察对象，使用随
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并建立研究组(49例)与对照组(49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个
性化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儿家属对教育内容掌握情况以及相关知识掌握优良率。 结果：研究组各项指标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且研究组对知识掌握优良率(95.92%)高于对照组(81.63%)，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相较于常规护理方式，
加用个性化健康教育后，可提升对腹泻患儿护理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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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属于常见疾病，该病发病率高，发病与细菌、病
毒感染等相关，患病后患儿会出现大便次数增加、性状异常等
症状，多数患儿会伴有体温升高、呕吐和精神萎靡，严重时甚
至会出现营养不良、脱水等，影响患儿正常生长发育，为此，应
提升对患者病情控制效果。大量研究表明，通过提升患儿家属
对病情认知了解，利于提升对疾病控制效果[1]。 研究将我院收
治的 98例患儿作为护理观察对象， 分组后比较两组护理效
果。 重点分析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患儿护理结果， 具体分析如
下。

1 资料及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收治的 98例腹泻患儿作为护理研究对象，患儿入

院时间为 2019年 6月至 2020年 3月， 并设置为对照组与研
究组，每组均为 49例，其中，研究组男、女患儿分别为 26例和
23例，年龄 1~8岁，平均年龄为(2.6±0.5)岁，病程 2~11d，病程
均值为(5.25±1.21)d;病情：轻度 30例，中度 16例，重度 2例。
对照组男、女患儿分别为 25例和 24例，年龄 1~8岁，平均年
龄为(2.7±.4)岁，病程 1~12d，病程均值为(5.30±1.19)d;病情：
轻度 31例，中度 14例，重度 3例。 两组患儿的临床基线资料
比较，统计分析结果为(P ＞0.05)。

1.2方法
常规护理干预措施： 包含定时检查患儿身体状况与病情

变化，并对患儿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告知家属用药和饮食
方式;提供舒适住院环境等。

个性化健康教育护理：(1)病情评估。 护理人员与患儿家
属做好沟通工作，并根据患儿病情变化进行病情和营养评估，
确定患儿具体状况，为进行相关治疗和护理提供指导。 (2)疾
病知识教育。向患儿家属介绍病情，并具体说明与患儿相关疾
病知识、治疗方式、日常注意事项、预防措施等。在对儿童进行
健康宣教中，应对能够进行沟通患儿进行教育，使用画册、视
频形式等方式，反复叮嘱告患儿日常生活中相关禁止事项，提
升家属和患儿对腹泻防范意识。 (3)饮食教育。 叮嘱家属注意
为患儿适当补充电解质和水，饮食中叮嘱其禁食辛辣、冰冷等
刺激食物，并根据其机体营养状况，及时补充所需营养成分，
同时向家属详细说明各项饮食事项作用。 (4)环境教育护理。
对病房中温湿度进行调控，并告知家属温度调控必要性，以及
儿童不同情况下适合温湿度。

1.3观察指标
(1)掌握情况：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疾病治疗、疾病预防、

各项检查和药物使用几项内容掌握情况， 使用自制调查问卷
评分，每项指标满分为 100分。

(2)优良率：根据患者对教育内容掌握情况评分进行确
定，取几项指标平均分，以 90~100分为优秀，70~89分为良好，
0~70分为差，优良率=(优秀+良好)例数/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t
和 x2检验法，P ＜0.05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儿家属对教育内容掌握情况比较
研究组对各项教育内容掌握程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教育内容掌握情况比较(x±s，分)

注：与对照组相比， P ＜0.05。
2.2两组患儿家属疾病知识掌握优良率比较
研究组疾病知识掌握优良率为 95.92%，对照组为 81.63%，

组间差异显著(P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疾病知识掌握优良率比较(n,%)

注：与对照组相比， P ＜0.05。
3 讨论
腹泻属于小儿高发疾病， 而引发腹泻因素包含病毒、细

菌、真菌、寄生虫、饮食不当等，病毒与细菌感染是其中最为常
见因素。 若患儿遭受病毒与细菌等病原入侵，会导致肠黏膜刷
状缘受损，增加小肠上皮细胞坏死和水电解质混乱发生率，进
而促使肠液聚集、腹泻风险发生率增加。 患病后患儿会产生严
重不适感， 若未能及早得到有效控制， 不仅会影响其生活质
量， 而且还会影响其生理功能。 而为提升对患儿疾病控制效
果，既需要采用有效治疗措施，又应充分发挥患儿家属作用。
为此，应采用适合方式进行干预，提升患儿家属对疾病相关知
识掌握程度，从而提升对腹泻患儿病情控制水平[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各项教育内容指标评分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优良率比较组间统计学差异明显(P ＜0.05)。
此次护理研究结果表明，与常规护理方式相比，加用个性化健
康教育后，可提升患儿家属对健康教育内容掌握程度，促使家
属掌握治疗和预防腹泻方式，利于提升对患儿病情的控制。

综上所述，在对腹泻患儿进行护理中，采用常规护理方式
可起到一定改善效果，减轻疾病对患儿造成的不适感，而联合
使用个性化健康教育后， 可提升家属对患儿病情了解和控制
程度，利于加快病情改善，护理方式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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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n=49） 疾病治疗 疾病预防 各项检查 药物使用

研究组 90.32±2.34* 92.54±3.12* 93.25±2.47* 95.27±2.19*

对照组 81.25±2.15 83.64±3.26 86.57±2.59 86.28±2.18

组别（n=49） 优秀 良好 差 优良率

研究组 30（61.22） 17（34.69） 2（4.08） 47（95.92）*

对照组 21（42.86） 19（38.78） 9（18.37） 40（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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