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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are a relatively special group. Due to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we are faced 
with more and more complex problems in digestive care than adults. Children are less resistant 
and therefore more prone to digestive diseases. In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the key. This article proposes feasibl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and summary for children’s digestive car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group and the problems they will face in receiving oral care. Health educ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nursing methods, fully mobilize soci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on-
sciousness and knowledge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nursing of children and guardians. In addi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children’s digestive tract care, alle-
viate children’s fear a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doctor-patient coordination to achieve better nurs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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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由于机体发育不完善，在消化科护理方面，面临着比成年人更多更复

杂的问题，儿童抵抗力较差，因此更容易发生消化科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应用合理、科学的护理干

预是关键本文为儿童消化科护理提出可行的方法和应用与总结，分析儿童群体特点与在接受口腔护理过

程中会面临的问题，提出通过消化道健康教育社会–心理干预护理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高患

儿及监护人消化系统护理方面的意识知识水平。此外还应注重心理护理在儿童消化道护理中的作用，缓

解诊疗过程中中儿童的恐惧与反抗心理，提高医患配合度以达到更好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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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许多的疾病也随之而来，其中，儿童的消化系统相关疾病较为普遍

与棘手，在 2014 年 6 月，国际权威市场调研机构针对儿童肠胃健康状况选取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 900
名 4 到 8 岁的儿童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过去一年中这些儿童肠道疾病发生率颇高，达

到了 79%，发生频率平均为每月 1~3 次。而这些儿童在各种肠道不适的症状中，腹泻最为普遍占到了 79%，

其次消化不良占比也较重在 73%左右，此外，腹胀，便秘排便不均，肠部疼痛等情况也多有发生[1]。 
往往这些肠道问题发生时，妈妈们认为孩子肠道不适的症状不同引起的原因也会有所不同，与此同

时，胃肠道舒适与否，影响着儿童生长、免疫力和智力发育，但却有许多的家长未意识到这一重要性。

此外，妈妈们也对于怎么去改善宝宝胃肠道不适的相关问题还了不够解，只有很小一部分妈妈了解引发

胃肠道不适的原因，当宝宝出现一些肠胃疾病问题的时候，妈妈们采取的处理方法也有所差异，其中 85%
的妈妈会给孩子补充益生菌，相比其他方法占比最高，其次才是食疗。另外，约有六成的妈妈表示在过

去一年中给孩子使用或服用过抗生素。其中使用抗生素后近 8 成孩子都出现了不良反应，例如食欲减退，

恶心，肠道不适等。为了避免或降低抗生素的副作用，近六成妈妈会暂时停止用药或者降低剂量，半数

妈妈会给孩子补充益生菌。消化道疾病病程持续时间如果比较长的话，就很可能会反复地发作，会导致

儿童患者产生焦虑、紧张、烦躁不安等一些不安的不良情绪，此时可能会出现身心障碍，从而容易对疾

病治疗也可能就失去了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床治疗和护理效果，属于一大身心疾病[2]。 
由此可见，对于儿童消化健康知识，家长与孩子都缺乏相关的护理意识。综上本文试图从儿童的消

化道护理面临的困境出发，通过对已有案例的分析总结，综合考虑儿童自身、儿童家庭与所处社会等影

响因素，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背景下的儿童消化道护理提出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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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儿童消化类疾病分析 

近年来，有关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涉及的有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胰腺疾病、感染性腹泻、

肝胆疾病、溃疡性结肠炎、食物过敏及厌食症等。本文主要就近期比较常见的儿童消化系统疾病问题例

如幽门螺杆菌(HP)感染、炎症性肠病、肝胆胰疾病及相关疾病、食物过敏等在护理方面进行相关的研究

和解决[3]。 

2.1. 儿童肝胆胰疾病 

就目前看，胆汁淤积症是儿童肝病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婴儿致死致残重要原因之一[4]。胆汁淤

积症就是肝内外各种原因使得胆汁合成、分泌以及排泄有阻碍，这样就会让胆汁难以正常地流入十二指

肠内，而在血液、肝脏和肝外组织中淤积的一种病症状态。 

2.2. 幽门螺杆菌(HP)感染及相关疾病 

HP 感染与消化性溃疡、儿童慢性胃炎等有关，自胃黏膜分离出幽门螺旋杆菌以后，许多的证据都能

证明 HP 是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恶性淋巴瘤甚至胃癌的重要发病原因。儿童 HP
感染一直是儿童消化道有关疾病的研究热点，抗 HP 对于临床治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3. 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主要表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生长缓慢、肠出血和肠道外表现，肠道外表现主要有

口腔溃疡、关节炎、皮肤损伤等。儿童炎症性肠病一般会伴有肠道微生态有异常，与过度地用抗生素相

关联。 

2.4. 食物过敏 

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内，人的机体对食物产生异常的一系列免疫反应，进而引发一系列病症。食物不

良反应可以划分为有毒性反应与非毒性反应。有毒性反应人人都有可能发生，与摄入的食物的量相关；

非毒性反应基本与我们人体个体易感性相关。 

3. 儿童消化系统疾病护理可行性方法与应用 

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与情绪因素、遗传因素、幽门螺杆菌染和不良饮食习惯等有关系。患儿长期性的

茶饭不思，可能会导致其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从而导致生长发育迟缓等不良反应，对儿童的生活与学习能

力的提高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儿科消化疾病的治疗与护理中，我们对儿童及监护人进行健康教育，

结合医学的心理知识，运用合理有效的态度、恰当的方法与温和的言辞对于儿童患者的心理上的顾虑、

精神方面的痛苦进行缓解与消除，对疑难棘手的相关问题实施针对性的解决方法。运用启发、劝解、调

解、安慰、说服等方法，帮助患者走出困境，为指导和治疗提供依据取得良好的干预效果。 

3.1. 心理干预 

某医院对患儿精神心理因素与消化不良的相关性分析。经调查得知，76 例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儿童，

其中就有 8 例存在单纯抑郁性情绪障碍，还有 15 例儿童患者有单纯焦虑性情绪障碍以及 16 个患儿存在

焦虑合并抑郁情绪障碍，抑郁性情绪障碍、消化不良以及单纯焦虑与焦虑合并抑郁情绪障碍都有着十分

明显的相关性[5]。同时也不少研究证实，患儿存在焦虑、抑郁不安等一些不良的心理疾病是产生此类疾

病发生和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在临床护理中，通过分析患儿精神心理因素与消化疾病的相关性，

对儿童进行心理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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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营造相对安静、整洁、舒适、安全的候诊环境，这样有利于消除儿童与家长的焦虑情绪。环境温

度设置不宜过高，研究表明常温下人们的皮温、皮电、心率明显比高温下低。在特殊情境下，高温可以

助长焦虑水平。同时，应注重候诊空间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和适量游戏设施的设置。幼儿往往比成年人对

色彩有更高的敏感度，且色彩鲜艳、对比度强的颜色更能引起儿童的关注，减弱其对于就医的恐慌。恰

当的色彩设计更是儿童心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当的色彩配比可以使其心情更加愉悦，还可以配合

音乐，调动多感官工作，分散患儿注意力，提高就医配合度。 
应重视诊疗过程中与患儿家长的沟通，让家长充分了解治疗的目的、手段还有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以

及后续的费用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问题。相比成年人自己，家长对孩子的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更加

敏感，此时如果不及时进行充分的沟通就很容易造成无法调解的医患矛盾，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诊疗

效果。在医生站在专业角度与家长沟通后，沟通的结果需要充分尊重家长的意愿，所有治疗需在获得监

护人许可后进行。 
应该采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和不同类型的患者儿童进行交流，使其放松下来，更好地配合诊疗，改善

治疗效果。语言应亲和友善，不可用刺激患儿自尊心的词语。治疗前用适合不同年龄患儿理解能力的不

同语言解释治疗流程与可能出现的状况，让患儿有相应的心理准备。还应设置停止信号，让患儿在严重

不适时可以及时举手叫停。对于特定疾病可治疗技术上可以选择无痛治疗，局部麻醉减少患者痛苦。在

治疗结束应对患儿的表现做以表扬，设置小奖励比如卡通粘贴等，并夸奖他的勇敢。做好后续护理方法

的解释教育。让患儿与家长了解后续护理的方法，结合口腔护理教育宣传，提高日常护理意识，将患儿

的主观能动性与家长的监督引导作用都发挥到最大。 

3.2. 健康教育 

考虑到儿童群体特性，相比成年人而言，儿童口腔的一般护理需要更多管理与督促。在日常生活中，

应对家长进行儿童消化道健康知识教育，了解基本知识以至于在疾病发生时不会手足无措。还应让儿童

吃健康食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健康饮食，减少不健康食品的摄入量与次数，每次饭前

洗手，减少细菌滋生。同时，教育儿童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会造成的巨大危害，用生动具体的语言来描述

这种危害，让儿童在潜意识里养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在帮助儿童养成好的饮食习惯的同时还需要定期

进行专业检查及护理，若已经出现肠胃病要及时进行治疗。 
消化道健康促进是以疾病预防为首要目的，以一级预防为基础，针对致病因子采取措施，阻止疾病

的发生。首先就是食品清洁，由于儿童的自我约束意识较差，需进行健康教育。同时，也要规避成人与

儿童亲密接触传播细菌，造成感染的问题。当疾病发生的时候，作为监护人也不能在不了解病因时给孩

子吃抗生素等药物，应当及时地去医院就诊，卫生行政领导在健康促进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从法律法规或着政策方面，包括财政控制上对儿童疾病护理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对于学校或者

社区，应当适当举行一些宣传儿童健康知识的相关活动，例如演讲，竞猜等或者派发一些健康宣传手册，

鼓励家长带领儿童参与活动，有利于加深儿童对于肠胃健康知识的了解。 
消化系统健康教育计划旨在于使儿童和监护人(包括家长以及老师)认识到消化道健康的重要性以预

防疾病的发生，定时地进行健康检查。提高儿童的监护人(特别是家长)健康意识，增加他们的健康知识极

为重要[6]。 

4. 结论 

调查探究以及文献阅读，我们可以得出儿童发生消化疾病的致病原因与患儿长期处于精神压抑、学

习负担过重的状态也可能存在关系，加上儿童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幽门螺杆菌感染、环境、遗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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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从而导致其发病。临床治疗时除了重视药物治疗的外，通过护理过程中的健康教育进行适当地干预，

纠正儿童的一些不良生活饮食习惯以及改善精神压力对与疾病也十分地重要，在儿童消化疾病的治疗与

护理过程中实施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可取得较为成功的辅助治疗作用，因此，次干预方法值得在临床

护理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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