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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急救护理在小儿高热惊厥患儿急诊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

丁立娜，王丽，蔡宇慧，吴娜，郭爽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急救中心，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0）

摘要：目的：评价针对性急救护理在小儿高热惊厥患儿急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本院 160 例小儿高热惊厥患儿，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80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给予针对性急救护理干预措施，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87.50%，观察组为 97.50%，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 0.05；观察组患儿惊厥持续时间、退热时间、原发病控制时间和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患儿，组间对比 P＜ 0.05。结论：针对性急救护理在小儿高热惊厥患儿急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较高，能够有效改善患

儿临床症状，缩短患儿发热消退、惊厥消退、住院时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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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高热惊厥患者在临床上具有病情反复、发病急等特

征，若不能对患儿及时展开有效的治疗与护理干预，会使患

儿脑组织受到一定的损伤，对患儿及其家属造成的影响都十

分显著 [1]。临床在对小儿高热惊厥患儿进行治疗时，大多以

药物治疗为主，部分患儿在急诊护理过程中，因为生理、心

理等多方面主客观因素影响，治疗效果会大大降低，无法保

障急诊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改进这一问题，本研究探

究了针对性急救护理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 2020 年 1 月 ~12 月收治的 160 例小儿高热

惊厥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80 例。患儿年龄范围为 1~8 岁。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护理

基础上给予针对性急救护理干预：（1）病情护理：护理人员

需时刻密切关注患儿各项生命体征，监测呼吸、血压、瞳孔等，

了解患儿病情发展状况，避免意外情况发生；（2）急救护理：

观察患儿临床表现，一旦发现患儿出现窒息，需立即对患儿

进行人工呼吸，使用恰当的力度刺激患儿人中、合谷等穴位；

（3）考虑患儿年龄尚小，还需展开适当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

预，提高护理效果。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效果、惊厥持续时间、退热时间、原发病

控制时间和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进行处理，进行χ2检验数据和进行t检验，

检验水准 χ=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护理效果比较

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87.50%，观察组为 97.50%，两

组对比差异显著，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护理效果比较

组别 n 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
总有效率
（%）

对照组 80 30 40 10 87.50

观察组 80 40 38 2 97.50

P ＜ 0.05

2.2 两组患儿各项时间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儿惊厥持续时间、退热时间、原发病控制时间
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各项时间指标比较

组别 n
惊厥持续

时间（min）
退热时间
（min）

原发病控制
时间（h）

住院时间
（d）

对照组 80 6.54±1.19 43.19±1.77 7.34±1.95 6.15±3.49

观察组 80 4.22±0.57 25.44±1.63 4.53±1.26 3.14±2.33

P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小儿高热惊厥在临床上属于惊厥性疾病，多发于小儿阶

段，患儿年龄通常集中在3个月~5岁阶段，发生率为4%~6%，
且病情较为反复。高热惊厥病情较为严重，发病也较急，需
要及时对患儿展开有效的治疗以及护理干预，避免患儿脑组
织受到损伤，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针对性急救护理是一项十
分有效的护理手段，提倡先对患儿进行积极且有效的急救措
施，迅速控制患儿惊厥与高热症状，然后再结合患儿生理、
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对患儿展开针对性护理干预，进一步促进
患儿康复，有效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
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87.50%，观察组为 97.50%，P＜ 0.05；观
察组患儿惊厥持续时间、退热时间、原发病控制时间和住院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 0.05。说明针对性急救护理利于有
效控制患儿病情，促进患儿较快康复。

综上所述，针对性急救护理在小儿高热惊厥急诊护理中
的应用效果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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