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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内科急性腹痛的临床特点与治疗体会

王建国*

莘县徐庄镇卫生院，山东� 252424

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小儿内科急性腹痛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情况。方法：��例小儿内科急性腹痛患儿，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例。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治疗，实验组患儿实施综合治疗。观察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生活质量评分及疼痛评分。结果：实验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高于对照组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实验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状态、社会功能评分分别为

（�����±����）（�����±����）（�����±����）（�����±����）分，均高于对照组的（�����±����）（�����±����）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患儿疼痛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治疗后，实验组患儿的疼痛评分（�����±����）分低于对照组的（�����±����）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论：小儿内科急性腹痛患儿实施综合治疗的临床疗效显著，同时可提高

患儿生活质量，减少其疼痛情况，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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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腹部疼痛是小儿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症，起病急、发展迅速，病因复杂多样。常见诱因有蛔虫症、急性阑尾

炎、肠套叠、嵌顿疝、细菌性痢疾、过敏性紫癜以及肠痉挛等。但由于小儿语言能力的欠缺，难以表达自己的不适，

只有通过哭来表达痛苦。所以当家中患儿出现易反复闹，持续时间长等情况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多加注意。如果只是

一般的小病运用保守的药物治疗便可以恢复，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疾病，如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肠梗阻等需进行手

术切除部分组织或器官。所以，家长不能盲目给患儿服用止痛药或偏方来掩盖病情，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后期治

疗的风险会增加很多，可能会危及患儿的生命。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年�月—����年��月收治的��例小儿急性腹痛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

验组，各��例。对照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实验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

平均年龄（���±���）岁。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临床表现：胃、肠、胆管等部位出现痉挛��例、急性胃肠炎��例，消化性溃疡��例，尿路感染�例，阑尾炎�例、

消化不良��例、胆道蛔虫�例、胆囊炎�例、胰腺炎�例、肠系膜淋巴结炎�例。

（二）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治疗，常规给予禁食、止痛等治疗。实验组患儿实施综合治疗，具体如下>��。

在所有患儿就诊时询问患儿或监护人患者的既往病史、近期饮食情况、过敏史、临床症状持续时间等信息，待患

者入院后，认真观察患儿的临床症状，运用�超、血常规检查等辅助判断患儿的腹痛程度和致病因素，并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

（�）保守治疗

根据患儿的临床症状以及检查结果，采用药物等综合方式进行治疗>��。寄生虫腹痛，给予对症治疗后再给予驱虫

治疗；粪便堵塞则通过开塞露通便；感染性腹痛则采用有效抗生素、抗病毒的治疗方式。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较适用于肠套叠、阑尾炎等外科急腹症患儿，确诊后立即会诊并转外科治疗。

���辅助治疗

（�）及时纠正水电解质失衡>��

长时间的呕吐、腹泻很有可能导致患儿丢失过多的水、钠离子和钾离子。所以要注意及时为患儿补液、补钠、补

钾，恢复水电解质平衡。

（�）控制肠道内外感染

感染是诱发腹部疼痛的因素之一，要及时消除肠内外的感染、炎症。目前>��，主要运用抗生素类药物灭菌消炎。

（�）饮食疗法

患儿饮食应清淡且营养均衡>��。腹痛伴有严重呕吐的患者不应该立即进食，需禁食�a��K，等呕吐好转之后，恢复

正常饮食。伴有腹泻的患者，要注意少食用富含脂肪油的食物。食物过敏患儿要及时找出过敏原，避免再次食用。

（三）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生活质量评分及疼痛评分。

���两组患儿的疼痛评分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9�6）评定，分数越高表示患儿的疼痛指数越高。

���两组治疗效果

按照患儿的疼痛减轻百分数进行评定，疼痛减轻百分数� �（治疗前96�评分�治疗后96�评分）�治疗前96�评分

×���％，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个等级。显效：疼痛减轻百分数�����％；有效：>��疼痛减轻百分数��％～��％；无

效：疼痛减轻的百分数�����％。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总例数×���％。

���两组患儿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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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本院自制的生活质量调查表评定，由患儿家属进行填写，护理人员进行统计，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精

神状态、社会功能四方面，分值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检验。��������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患儿治疗效果对比

实验组中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对照组中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实验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高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表1�两组患儿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 40 25 13 2 38（95.0）a

对照组 40 17 13 10 30（75.0）

�2 6.2745

� 0.0122

注：与对照组对比，a：��<�0.05

（二）两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实验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状态、社会功能评分分别为（�����±����）（�����±����）（�����±����）

（�����±����）分，均高于对照组的（�����±����）（�����±����）（�����±����）（�����±����）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健康 心理健康 精神状态 社会功能

实验组 40 41.46±2.26a 40.05±2.65a 38.41±2.17a 40.44±2.22a

对照组 40 35.42±3.18 35.18±1.98 35.32±3.15 36.17±3.53

� 9.7917 9.3109 5.1091 6.4761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对照组对比，a：��<�0.05

（三）两组患儿疼痛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儿疼痛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实验组患儿的疼痛评分（�����±����）分

低于对照组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表3�两组患儿疼痛评分对比（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40 18.86±2.25 11.17±2.44a

对照组 40 19.24±2.025 17.46±3.25

� 0.7939 9.7887

� 0.4296 0.0000

注：与对照组对比，a：��<�0.05

四、讨论

急性腹痛是小儿患病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临床症状，其主要的临床特点有发病急；病情重；转变快。而婴幼儿体质

弱，各系统功能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诊治，肯定会对患儿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并且婴

幼儿表达能力欠佳，大大又增加了对疾病的诊断难度。平时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患儿肠道类疾病的发生。

（一）从食用方面改进

避免空腹食用牛奶，饭后食用或与面包、饼干等面食搭配食用。少量多次饮用，一天多次，每次少量。

（二）调节幼儿肠道菌群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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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食用富含益生菌的食品。益生菌可以在肠道内分解产生乳糖酶或提高乳糖酶活性的物质，还有一定的免疫调

节作用和促进营养物质吸收，防止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同时还能补充有益菌群数量，调节肠道内菌群失衡状。

（三）注意饮食卫生

避免患儿接触含致病细菌的物品，衣、住、玩等各物各地一定要干净卫生。

综上所述，小儿内科急性腹痛患儿实施综合治疗的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缓解急性腹痛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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