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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影响研究

杨亚娟　黄　骞（通讯作者）　侯换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 南　郑 州　450052

摘　要 ：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对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影响。方法：本组研究共选取样本 142 例，均为 2022 年 1 月 -2024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并接受治疗的急性脊髓炎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等容量两组，分别记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

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护理效果。结果：经统计，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21.13% 低于对照组的 5.6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问卷评价结果，观察组满意度 98% 优于对照组 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优质护理干预对急性脊髓炎患儿的护理效果明显，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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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急性脊髓炎作为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其发病突然、病情进展迅速，给患儿带来了极大的生理和心理负担 [1]。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护理理念的更新，优质护理干预在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康复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急性脊髓炎是由各种感染或变态反应引起的脊髓炎症，其临床表现主要为病变水平以下的肢体瘫痪、

感觉缺失和膀胱、直肠功能障碍[2]。由于该疾病的高致残率和致死率，患儿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难。

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成为了急性脊髓炎护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优质护

理干预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强调以患儿为中心，注重患儿的心理、生理和社会需求 [3]。在急性脊髓炎患儿

的护理中，优质护理干预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提供全面的护理措施，旨在减轻患儿的痛苦，促进患儿的

康复。本文就优质护理干预对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影响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共选取样本142例，均为2022年1月-2024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并接受治疗的急性脊髓炎患儿，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等容量两组，分别记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如下：对照组 71 例患儿，男 38

例，女 33 例，年龄 5-10 岁，平均年龄 7.2±4.8 岁，

观察组 71 例患儿，男 35 例，女 36 例，年龄 6-10 岁，

平均年龄 7.9±4.9 岁，两组患儿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双

下肢无力、大小便功能障碍、心血管应激反应等，经统

计学软件评价，未见两组患儿性别、年龄、基础体征对

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排除标准

入组者均符合急性脊髓炎诊断标准，腰椎穿刺结

果阳性，脊髓 MRI 检查提示脊髓炎发生。

患儿均为首次发病，此前无脊髓相关病史及手术

史。

排除颅脑病变诱发脊髓病变者。

排除占位性疾病或免疫性疾病诱发脊髓病变者。

排除心理情感障碍、语言沟通障碍、神志不清等

无有效沟通者。

本次研究已于我院伦理委员会备案，入组者知晓

研究内容，入组时签署知情同意书。

2 方法

2.1 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

干预，具体如下：

常规护理干预：患儿入院后建立连续动态生命体

征监护，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及体征变化，确保患儿病情

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内；做好体位管理，周期性翻身、拍

背，预防褥疮发生；注意观察患儿体征及排尿情况，预

防肺部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发生；面向患儿及其家属展

开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做好坠床防护，必要时应用拘

束性措施；患儿病情稳定、转入院外治疗前保留通讯方

式，通过电话随访、微信等渠道开展健康指导。

优质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增

加优质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加强心理干预：急

性脊髓炎起病急、进展快，发作期患儿会突然陷入躯体、

肢干不能活动，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从而变得恐慌，

甚至有些患儿会直接陷入自暴自弃的状态。因此急性脊

髓炎患儿大多受负面情绪控制，这会导致患儿依从性差、

抵触治疗、缺乏信心等问题，从而给患儿康复带来不利

影响，因此在临床中需要加强急性脊髓患儿的心理干预，

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患儿树立信心，使患儿能够以

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疾病，以此来提高康复的可能性。

（2）强化健康教育：急性脊髓炎并发症多、治疗方案

复杂、恢复周期长、后遗症风险大，患儿的积极配合是



| 157医学创新与探析
Medical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康复的基本条件，因此有必要强化健康教育，全面落实

健康知识宣讲工作，除了让患儿掌握疾病相关知识外，

还需要告知患儿腰椎穿刺、低颅压预防、压褥疮预防等

知识，使患儿能够全面了解急性脊髓炎的治疗、并发症

预防等知识，消除疾病不确定感、争取患儿依从。（3）

用药管理：急性脊髓炎发作期用药种类较多、剂量较大，

其中有很多副作用较大的药物，可引起消化道出血、低

钾、骨骼脱钙等并发症，因此需要加强用药管理，一方

面是严格按照规范剂量用药，用药后密切监测患儿体征

变化，另一方面是优化给药方案、强化给药管理，如激

素类药物安排在晨间餐后使用、使用具有消化道刺激性

药物时同时予以胃粘膜保护药物、观察到患儿症状稳定

后及时降低糖皮质激素用量等。（4）二便护理：急性

脊髓炎很容易诱发括约肌功能障碍，同时脊髓炎也会导

致患儿丧失活动能力，在双重因素影响下患儿极容易发

生便秘、泌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因此需要做好二便护理

以提升患儿生活质量。一方面是，做好二便的检测工作，

以便及时发现消化道、泌尿路感染风险，另一方面是指

导患儿家属做好排便后清洁工作，嘱咐患儿家属日常陪

护期间可以手法按摩患儿腹部来缓解便秘问题。（5）

其他干预：通过饮食管理均衡营养期间，尽量减少兴奋

性食物比重，以便患儿能够安心静养；做好体位管理的

同时可采用手法按摩、推拿来进行早期康复治疗，患儿

症状稳定后则开展知觉训练来促进康复；若患儿痰多则

还需注意预防吸入性肺炎的发生，定期清理呼吸道分泌

物，保持呼吸道畅通；为降低泌尿路感染风险，可鼓励

患儿多饮水，但需要注意观察患儿排尿和腹部膀胱充盈

情况，预防尿潴留的发生。

2.2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儿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和

对比。

对两组患儿满意度进行评价和对比，采用问卷获

取满意度信息，根据问卷得分评价为非常满意、满意和

不满意三级，满意率 =（非常满意 +满意）/n*100%。

2.3 统计学方法

研究相关数据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 % 表示，

组间对比时分别经 t 检验或卡方检验，检验值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并发症情况对比

经统计，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组别 n 感染 压褥疮 深静脉
血栓 其他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71 4 5 2 4 21.13%

观察组 71 1 2 0 1 5.63%

3.2 满意度对比

根据问卷评价结果，观察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71 32 59 9 91.00%

观察组 71 43 55 2 98.00%

结  论：

急性脊髓炎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脊髓急性炎

症性疾病，其特点鲜明且病情发展迅速。从病因上看，

急性脊髓炎多与自身免疫反应、感染或疫苗接种后的不

良反应有关，这些因素导致脊髓发生急性炎症，造成神

经传导功能障碍 [4]。从临床表现来看，急性脊髓炎具有

急性起病的特点，患儿在短时间内出现脊髓受损平面以

下的运动、感觉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些功能障碍包

括肢体瘫痪、传导束型感觉障碍、膀胱和直肠功能障碍

等，严重影响患儿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 [5]。从病变部

位和病理改变来看，急性脊髓炎多累及脊髓的数个节段，

特别是胸髓段。在病理上，主要表现为髓鞘肿胀、脱失、

周围淋巴细胞显著增生、轴索变性等，这些改变导致脊

髓传导功能受损，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急性脊髓炎的

病程和预后因个体差异而异 [6]。大多数患儿经过积极治

疗可逐渐恢复，但部分患儿可能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患儿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急性脊髓炎患儿实施优质护理干预，不仅有助

于患儿的疾病治疗，还能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具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优质护理干预是一种深化了传统护理理念，注重

患儿全面、细致、个性化的护理模式。其核心理念是以

患儿为中心，不仅关注患儿的生理疾病，更强调患儿心

理、社会及环境的整体健康需求 [7]。优质护理干预通过

实施一系列科学、系统的护理措施，旨在为患儿提供更

为高效、优质、满意的护理服务，以最大程度地促进患

儿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优质护理干预强调护理的全

程性和连续性。从患儿入院开始，护理人员就会进行全

面的评估，了解患儿的疾病情况、生活习惯、心理状态

等，为患儿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8]。护理人员在护理

过程中，会密切关注患儿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护理方

案，确保患儿得到最适宜的护理。同时，优质护理干预

还注重患儿出院后的随访工作，确保患儿在康复过程中

得到持续的支持和帮助。优质护理干预注重患儿的心理

优质护理干预对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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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患儿往往会出现焦虑、恐

惧、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些情绪不仅会影响患儿的治疗

效果，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因此，优质护理干预

强调对患儿进行心理支持和疏导，帮助患儿建立积极的

心态，提高其对治疗的信心。通过心理干预，患儿能够

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提高生活质量。优质护理

干预还注重患儿的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优质护理干预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患儿传授疾病相关知识、治疗

方法、饮食注意等，提高患儿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增

强患儿主动参与治疗的意识。同时，健康教育还能帮助

患儿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复发和加重。

急性脊髓炎的病情变化迅速，患儿往往因缺乏对

疾病的了解而陷入恐慌和焦虑之中。护理人员通过及时

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能够帮助患儿建立正确的疾病

认知，减轻其心理负担，提高治疗配合度。患儿在疾病

的治疗过程中，常常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休养，这不仅影

响了患儿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还可能导致肌肉萎缩、

关节僵硬等并发症。护理人员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能够协助患儿完成日常基本行为，如翻身、拍背、肢体

按摩等，保持患儿皮肤清洁干燥，预防压疮等并发症的

发生。同时，合理的饮食搭配和营养支持，能够提高患

儿的身体免疫力，促进疾病的康复。护理人员在护理过

程中，始终秉持人性化服务理念，以患儿感受为根本，

关注患儿的需求和感受，积极为患儿提供贴心、周到的

服务。护理人员真诚的沟通与交流，能够赢得患儿的信

任和尊重，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有助

于患儿的康复，还能够提高患儿的护理满意度和就医体

验。护理人员全面的护理干预，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患

儿的病情变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患儿的致残率

和死亡率。同时，患儿加强康复训练和功能锻炼，能够

促进患儿的神经功能恢复和肌肉力量增强，提高患儿的

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总之，优质护理干预在急性脊髓炎患儿的治疗与

康复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提供全

面、系统、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显著提高患儿的治疗效

果和生活质量，缓解患儿心理压力，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提高患儿满意度和信任度。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广泛

推广和应用优质护理干预模式，为急性脊髓炎患儿提供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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