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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疝气是一种常见于小儿的疾病，发病率约为

2%～5%，主要临床表现为腹股沟区出现肿块，当小儿

腹部肥胖、喷嚏、哭闹时症状更加明显。患儿的初期

症状为不停地哭闹，随着病情进展而表现出肠梗阻、

发烧、呕吐等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诸多并发

症。目前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而手术时给予一定的

护理措施有助于小儿的术后恢复
[1]
。本研究将2015年

1月至2017年2月间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52例疝气患儿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现做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间在

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在小儿疝气手术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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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在小儿疝气手术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间在我院行

手术治疗的104例疝气患儿，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两组。观察组52例，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对照组52例，应用常规

护理，之后比较两组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术后疼痛情况和并发症情况等。结果 观察组的下床活动时间、住

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术后疼痛得分为0分、1分的例数均多于对照组，2分、3分、4分例数均少于对照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在小儿疝气手术护理中的应用

效果显著，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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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n Nursing Care of Children with 
He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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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n operation 
care of children with herni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February 2017, 104 children with her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random method. The observation group (52 cases) was 
treated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ontrol group (52 case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n 
the ambul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pain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mbul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were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of 0, the number of cases of 1 points were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2 points, 
3 points, 4 points were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n the operation care of children hernia is effective, and it has the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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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行手术治疗的104例疝气患儿，将其随机分为两

组。观察组52例，其中男41例，女11例；年龄1～11

岁，平均(6.17±1.26)岁。对照组52例，其中男39

例，女13例；年龄1.5～10岁，平均(5.98±2.44)

岁。两组的一般资料均可比(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进行B超、肝功能、心电

图、血常规的检查，做好胃肠减压、补充血容量、纠

正水电失衡等术前准备工作。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包括：控制患儿情绪；不定时为患儿做检查；对患儿

家属实施心理护理等。观察组给予综合护理：(1)术

前护理：术前护理人员应对患儿访视，积极与患儿家

属交流、沟通，向患儿及家属介绍疾病相关知识，讲

解手术优势、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安慰、疏导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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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焦虑、担忧等负性情绪。耐心解答家属所提问

题，消除家属疑虑，并介绍治疗成功的病例以使他们

树立治愈的信念，并使其配合手术。术前1d患儿应禁

水禁食，准备好吸痰、吸氧设备以及听诊器、血压计

等物品。于患儿清晨醒来马上手术，保证顺利完成手

术。(2)术中护理。术中护理人员应转移患儿的注意

力，消除麻醉诱导时患儿出现的恐慌、紧张等情况，

以使顺利实施麻醉。器械护士的工作经验应十分丰

富，对手术步骤应十分熟悉，应用合理的手术器械，

减少手术耗时。巡回护士应时刻观察患儿体征变化，

若患儿体温过低，应对患儿进行保暖，避免出现应激

反应。(3)术后护理。术后做好保暖、清洁工作，并

通过做游戏、谈心等方式转移患儿注意力以缓解手术

所致疼痛，若患儿剧疼痛难忍，则合理应止痛药。术

后1w应严密观察切口情况，避免出现感染。(4)出院

指导。嘱咐患儿家属定期为患儿换药，并避免患儿剧

烈运动，从而降低切口裂开几率，对患儿做好保温工

作，防止出现咳嗽等症状，从而控制负压，加快切口

愈合速度。患儿术后应以蔬菜类、水果类等富含纤维

素的食物为主，保持正常排便。经治疗和护理后，比

较两组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等观察指标，并比较

两组术后疼痛和并发症情况。术后疼痛应用Prince-

Hence评分评估，共计4分，分数越高，说明疼痛越

剧烈：0分：咳嗽时无痛；1分：咳嗽疼痛，静息无

痛；2分：深呼吸疼痛；3分：静息疼痛，但不剧烈；

4分：静息剧烈疼痛。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相关数据用SPSS17.0分

析，计数资料、计量资料(χ
-
±s)间差异比较分别应

用χ
2
、T检验，P＜0.05时具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观察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下床活动时

间、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1。

　　2.2 两组术后疼痛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后疼痛

得分为0分、1分的例数均多于对照组，2分、3分、

4分例数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术后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共出现术后并

发症4例(7.69%)，对照组12例(23.08%)，两组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相比差异具统计学意义(χ
2
=4.7273，P

＜0.05)。见表3。

　　3讨论

　　小儿疝气是小儿机体器官或组织的一部分离开

之前的部位，经薄弱部位、缺损部位、人体间隙进

入到另一部位
[2]
。该病可分为股疝、切口疝、斜疝、

脐疝等类型，诱因包括啼哭、妊娠、用力排便、腹部

异常肥胖、用力咳嗽等，主要病理机制为新生儿的鞘

状突闭锁不完全或未闭锁，致使腹腔内压力上升而出

表1 两组观察指标比较（χ
-
±s）

组别 例数  下床活动时间（d）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52     2.27±0.85          5.48±1.47

对照组  52     5.31±2.09          8.66±1.59

T        9.7161           10.5898

P        <0.01           <0.01

表2 两组术后疼痛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观察组  52   32（61.54）  14（26.92）  4（7.69）   2（3.85）    0（0）

对照组  52   19（36.54）   5（9.62）  12（23.08） 10（19.23） 6（11.54）

χ2  6.5024     5.2161  4.7273       6.029 6.3674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术后并发症比较（n%）

组别 例数  伤口感染   牵拉痛     尿潴留  共计

观察组  52   1（1.92）  2（3.85）  1（1.92）  4（7.69）

对照组  52   3（5.77）  5（9.62）  4（7.69） 12（23.08）

现腔隙，导致腹腔内容物向体表突   

出
[3]
。常用的治疗措施是为腹腔镜

手术，该术式无需修补即可根治，

易于操作，护理效果良好，故已广

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4]
。然而患儿

因年龄较小，身心发育尚未成熟，

围术期易出现多种意外情况，难以

进行有效的护理，故临床治疗时常

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以保障

顺利手术和手术效果，然而常规护

理仅对疾病护理，方式较为单一，

故护理效果欠佳
[5]
。

　　本研究探讨分析了综合护理干

预模式在小儿疝气手术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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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具有临床推广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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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为探索小儿重症肺炎诊疗护理管理模式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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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0   18(45.00)   15(37.50)   7(17.50)   82.50

观察组   40   22(55.00)   16(40.00)   2(5.00)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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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

均少于对照组，疼痛得分为0分、1分的例数均多于

对照组，2分、3分、4分例数均少于对照组，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

＜0.05)。这是由于，综合护理干预的护理服务内容

十分广泛，它可针对患儿围术期的自身情况，给予术

前护理、术中护理、术后护理及出院指导等针对性的

护理服务，其中术前护理可消除患儿及其家属不良情

绪，促使其配合手术；术中护理有助于及时发现意外

情况，减轻手术疼痛；术后护理和出院指导可加快患

儿康复速度
[6]
。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在小儿疝气手术护

理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可明显减少下床活动时间

和住院时间，有效缓解患儿术后疼痛，减少术后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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