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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健康宣教对腹泻小儿护理的干预效果分析

钮国君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目的：探究个体化健康宣教对腹泻患儿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儿科2022年5月~2023年12
月期间收治的86例腹泻患儿开展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 = 43，予以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n = 
43，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予以个体化健康宣教），对比干预效果，包括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腹泻停止时
间、住院天数等。结果：干预后，观察组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率（95.35%）较对照组（79.07%）高，对比差异
显著（P < 0.05）；观察组患儿腹泻消失时间（2.45±0.39）d、住院天数（3.57±0.41）d短于对照组（3.55±1.27）d、
（4.59±1.43）d，对比差异显著（P均 < 0.05）。结论：个性化健康宣教的应用效果更理想，有利于提高患儿家长对疾
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率，更好地照护患儿能力，加速患儿病情恢复，缓解腹泻症状，缩短住院天数，具有良好的临床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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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是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与病毒、细菌感染

等有关，表现为大便次数多、形状改变等，伴发恶心呕

吐、食欲不振，甚至造成脱水、体克等严重后果，损害

小儿健康，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及学业，危及生命安全。

目前，腹泻已成为造成5岁以下小儿死亡的重要病因之一
[1]。近年来，腹泻患儿因可伴随严重并发症，引起医护人

员及其家长的关注、重视，然而小儿健康结局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家长的健康素养及其对腹泻相关知识的了解

程度，家长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对腹泻相关知识的认识

程度越全面，越有利于患儿预后转归[2]。所以，加强关注

腹泻患儿健康需求，辅以相应健康宣教，旨在提升患儿

家长对腹泻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促进患儿健康恢复。

健康宣教是一项具有计划性、组织性等特点的活动，然

而当前传统健康宣教方式单一、内容片面、无重点突

出，无法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随着当前医疗模式的转

变，个体化健康宣教的提出及运用不仅可以弥补传统健

康宣教不足，还可满足患儿个体化需求，获得更理想的

干预效果。目前，个体化健康教育在腹泻患儿护理中的

应用报道较少，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为此，本研究选

取我院儿科2022年5月~2023年12月期间收治的86例腹
泻患儿进行研究，探究个体化健康教育对其影响，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入组对象为我院儿科2022年5月~2023年12月

期间收治的腹泻患儿，共86例符合研究筛选条件，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n = 43）中男患儿23

例、女患儿20例；年龄1~5岁，平均（3.11±0.45）岁。
观察组（n = 43）中男患儿25例、女患儿18例；年龄2~5
岁，平均（3.21±0.51）岁。上述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接近
（P均 > 0.05），可比较。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认知正常；（2）结合临床表现、

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确诊为小儿腹泻；（3）患儿年龄
≤ 5岁；（4）患儿家长已获悉研究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排除标准：（1）合并先天性疾病，如先天性心脏

病、脑瘫等；（2）合并占位性病变、重要脏器功能不
全、发育障碍等；（3）参与其他研究试验。

1.3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健康教育,即以口头教育形式向患儿

及其家长进行宣教 ,包括腹泻的原因、表现、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治疗的目的及效果与可能出现的临床转归，

强调规范用药、、健康饮食等重要性，并与家长深入沟

通，详细解释腹泻的诱因、日常注意事项、护理要点

等，另外嘱咐家长定期陪同患儿复查。

观察组在常规健康宣教基础上采取个体化健康宣

教，如下：（1）成立个体化健康宣教小组，成员为1名
护士长、3~4名护士，均具备丰富工作经验，且工作时间
≥ 5年，沟通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其中护士长为组
长、护士为组员，组长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小儿腹泻特

点，参照相关文献资料，组织规范化、统一培训，要求

组员参与，并通过培训考核后即可进入研究。（2）全面
评估患儿机体状况，结合评估结果，以及患儿的年龄、

性别、接受能力、表达能力及其家属受教育程度、对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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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的了解程度等差异，制定个体化健康宣教方案。（3）
干预内容，①入院当天，热情接待患儿及其家长，主动

进行自我介绍，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并按照思维导图

顺序详细介绍小儿腹泻的概念、诊断及治疗、护理要点

等，注意耐心解答家长疑问 ,如何根据大便的性质及次
数判断腹泻严重程度、如何做好皮肤护理、禁食重要性

等；②组长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以及小儿腹泻的健康知

识重点、护理要点等内容，制成时长为5min的短视频，
供患儿及其家长观看，使其明确严格饮食、用药的重要

性，以及不健康行为可诱发并发症；③关注患儿及其家

长心理状况，针对存在的不良心理进行原因分析，进行

针对性疏导，如为患儿提供玩具、播放动画片/儿歌等；
向患儿家长介绍治疗成功案例，增强患儿及家长治疗信

心；④邀请患儿家长加入微信群、挂号组微信公众号，

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定期以文字、图片等形式发布小儿

腹泻相关知识，并定时在线解答家长疑问，使其做好患

儿居家护理。

1.4  观察指标

1.4.1  患儿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通过问卷形式调查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状况，

工具为本院自行设计的《儿科家长第腹泻健康知识掌握

程度调查表》，总分100分，完全掌握（80~100分）、部
分掌握（60~ < 80分）、未掌握（ < 60分）。
满意度 = 完全掌握率（%）+部分掌握率（%）。
1.4.2  病情恢复情况
包括腹泻停止时间、住院天数等。

1.5  统计学方法
以统计学软件SPSS27.0处理研究数据，其中计量

资料以“ ”形式表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行χ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患儿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的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率较

对照组高（P < 0.05），详见表1。

表1 患儿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的比较[n（%）]
组别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对照组（n = 43） 14（32.56） 20（46.51） 9（20.93） 34（79.07）

观察组（n = 43） 17（39.53） 24（55.82） 2（4.65） 41（95.35）
χ2值 - - - 5.108 

P值 - - - 0.024 

2.2  患儿病情恢复情况的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腹泻停止时间、住院天数明显

短于对照组（P均 < 0.05），详见表2。
表2 患儿病情恢复情况的比较[（ ）d]

组别 腹泻停止时间 住院天数

对照组（n = 43） 3.55±1.27 4.59±1.43

观察组（n = 43） 2.45±0.39 3.57±0.41

t值 5.429 4.496 
P值  < 0.001  < 0.001

3 讨论

小儿腹泻发生复杂，普遍与卫生、孕产等因素存在

联系，尤其是与家长的不来那个卫生习惯、对小儿腹泻

认知缺乏、母乳喂养不足等有关，引发腹泻，如若不及

时诊治，随着病情进展，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发生，危

及小儿健康安全[3]。研究指出，每年1500w左右不足5岁儿
童死于腹泻[4]。所以，加强做好患儿及其家长的健康宣教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与传统健康宣教比较，个体化健康宣教更具有针对

性、个体化特点。李传行当[5]人针对学龄前儿童为例，探

究个体化健康教育对其肥胖、营养状况与健康行为的影

响，结果发现个体化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学龄前儿童肥

胖状况，纠正机体营养，以及提高儿童各项健康行为占

比。张小燕[6]针对胃炎患儿为例，探究个体化健康教育

对其影响，结果发现个体化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患儿家

属疾病认知度，提高患儿总依从率，优化生活质量。结

合上述报道成果，认为个体化健康教育具有良好的可靠

性、科学性。

该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

率高于对照组，患儿腹泻消失时间、住院天数短于对照

组（P < 0.05），说明个体化健康宣教有利于提高家长对
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率，配合医护人员做好患儿护理，促

进你患儿病情恢复，缓解腹泻，缩短住院天数，较常规

健康宣教更具有优势，究其原因，传统健康宣教方式单

一、内容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患儿及其家长对疾病健

康预防知识、护理要点、日常注意事项等方面内容的需

求，所以整体干预效果并不理想，而个体化健康宣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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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容丰富、方式多样化等特点，可针对患儿及其家长

健康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宣教，如按照思维导图

顺序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思维导图是用文字、图

片将大量枯燥信息转化为彩色、易于理解图形的工具，

能使健康教育内容具有清晰的框架，有逻辑、有层次地

展现知识之间的关联，增强患儿家长对腹泻知识的记

忆，积极应对疾病；将小儿腹泻相关内容制成小视频，

并融入相关理论知识、护理技能，既能保证健康宣教的

可观性、可读性，吸引患儿家长注意力，还可避免医学

术语的堆砌，使患儿家长在轻松愉悦氛围内得到与小儿

腹泻有关的健康预防知识，从而增强家长照护腹泻患儿

的信心，以促进患儿健康恢复；做好腹泻患儿的跟踪随

访，利用微信平台与患儿家长取得练习，并定期发布与

小儿腹泻有关的健康预防知识要点，既能增强家长与其

他家人分享、传播小儿腹泻知识，还可增强家长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

针对性解决患儿健康问题，还可促使家长做好患儿日常护

理，避免腹泻的再次发生，从而提升患儿健康水平[7]。

综上所述，对腹泻患儿实施个性化健康宣教，可取

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与常规健康宣教比较，个体化健康

宣教更有助于提升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率，从而

加速患儿病情进展，缓解腹泻，缩短住院天数。因此，

认为个体化健康宣教操作可行，值得在今后工作中进行

宣传、推广。介于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样本量不足等

方面不足，建议今后继续开展基于大样本量的应用研

究，全面探究个体化健康宣教的应用优势，以满足腹泻

患儿健康需求，提升机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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