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急慢性胃肠炎是儿童期常见的消化

系统疾病，由于儿童的胃肠道功能相对较弱，

更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引发胃肠炎。 因

此， 对于儿童急慢性胃肠炎的护理显得尤为

重要。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关键方面详细介绍

儿童急慢性胃肠炎的护理方法。

饮食调理：在疾病急性期，儿童的胃肠道

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

为主，如稀粥、软烂的面条等，这些食物不仅

易于消化吸收，还能有效减轻胃肠道的负担。

随着病情逐渐好转，可以逐渐增加蛋白质、维

生素等营养物质的摄入，如瘦肉、鱼类、新鲜

蔬果等，以帮助孩子恢复体力，增强抵抗力。

在饮食调理过程中， 家长还需特别注意避免

给孩子食用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食物。

这些食物不仅可能加重胃肠道的症状， 还可

能影响疾病的康复进程。此外，家长还应教育

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如定时定量、细嚼

慢咽等，这些习惯有助于预防胃肠炎的复发。

个人卫生与生活习惯： 家长在日常生活

中应着重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 尤其是勤洗

手这一基本行为。 饭前便后、接触动物或玩

具后，都是细菌容易滋生的时刻，孩子应及时

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清洁双手。 这样能够有

效去除手上的细菌，降低感染胃肠炎的风险。

此外，家庭内部实行分食制也是减少细菌传

播的有效方法。 食物和餐具分开，避免交叉

污染，有助于维护家庭成员的健康。 同时，家

长还应关注孩子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

眠和适度的运动。 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增强孩

子的抵抗力，而适当的运动则能够促进新陈

代谢，提高身体素质。

心理支持与情绪安抚：儿童在患病期间，

特别是面对急慢性胃肠炎这样的疾病时，往

往会产生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 这些情绪

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疾病

的康复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心理支持与情

绪安抚在护理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家长作

为孩子最亲近的人，应给予他们充分的关爱

和支持。 首先，要耐心倾听孩子的感受，理解

他们的担忧和恐惧，通过温柔的语言和肢体

接触来传递关爱和安全感。 其次，可以通过

讲故事、玩游戏等方式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减轻他们的焦虑情绪。同时，家长还可以引导

孩子正确看待疾病， 告诉他们只要积极配合

治疗，就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除了家长的关爱

和支持外， 保持良好的家庭氛围也是帮助孩

子康复的重要因素。 家庭成员之间应和睦相

处，共同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让孩子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病情观察与及时就医： 他们需要密切观

察孩子的病情变化， 一旦发现孩子出现持续

高热、呕吐物中带血、腹泻次数明显增多或腹

痛加剧等症状，应立即警觉，这可能意味着病

情正在恶化。此时，及时就医是关键。 医生会

根据孩子的具体病情，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可能包括调整饮食结构、补充必要的水分

和电解质， 甚至使用抗生素或止泻药来控制

病情。家长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确保

孩子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预防复发： 家长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应

着重强调饮食卫生的重要性。 要教育孩子避

免进食过期、变质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携带

大量细菌或病毒，极易引发胃肠炎症。 同时，

提醒孩子不喝生水， 因为生水中可能含有致

病微生物，直接饮用会增加感染风险。 此外，

未煮熟的食物也可能携带病菌， 家长应确保

孩子所吃的食物都经过充分烹饪。 除了饮食

卫生，家长还应关注孩子的体质锻炼。适当的

运动可以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抵抗力，减少

疾病的发生。 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多参加户外

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接受阳光照射，都有助

于提高孩子身体素质。 家长还可以定期带孩

子进行健康检查，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

康问题。通过综合施策，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儿

童急慢性胃肠炎的复发，保障孩子健康成长。

儿童急慢性胃肠炎的护理需要家长从

饮食、个人卫生、生活习惯、心理支持、病情观

察及预防复发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护理。 通

过科学的护理方法， 可以有效减轻孩子的症

状，促进他们早日康复。 同时，家长也要保持

耐心和细心，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持，让

他们在疾病中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昌黎县妇幼保健院）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是家庭的希望。 然

而，在现代社会中，远视这一视力问题逐渐显

现出其普遍性和危害性。远视，即眼睛在看近

处物体时调节能力不足，导致视物模糊。对于

远视儿童患者来说， 正确的护理和治疗尤为

重要。本文将从多个方面，为大家介绍远视儿

童患者的护理方法， 旨在帮助家长更好地照

顾孩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一、认识远视及其影响

远视是一种常见的视力问题， 通常表现

为看近处物体时模糊不清， 需要调节眼睛才

能看清。 远视不仅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

习，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家长需要充分了解远视及其影响，及时

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1、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家长应确保孩子

每晚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熬夜，以维持身

体的正常生理节律。同时，学习和娱乐时间的

安排也要合理，避免长时间连续用眼。长时间

的用眼会导致眼睛疲劳， 加重远视症状。 因

此，家长应引导孩子适时休息，每隔一段时间

就进行短暂的眼部放松活动，如闭眼休息、远

眺等。

2、饮食均衡：鼓励孩子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和锌的食物，这些食物有助于保护眼

睛，促进视力发育。 例如，胡萝卜富含胡萝卜

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对视力有很好的保

护作用； 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有

助于抗氧化，减少眼部损伤；鸡蛋和鱼类则是

锌的良好来源，对眼睛健康也有益处。 此外，

家长还应注意控制孩子糖分的摄入，因为过

多的糖分摄入会影响眼睛的正常代谢，对视

力产生不良影响。

3、保持良好的用眼姿势：教育孩子保持

正确的读写姿势，如调整书桌和椅子的高度，

使孩子能够保持舒适的坐姿；读书写字时保

持适当的距离和角度，避免眼睛过度靠近书

本或屏幕；避免歪头或低头等不良姿势，以减

少对眼睛的压迫和损伤。 同时，家长也要关

注孩子在看电视、玩电脑等娱乐活动中的用

眼姿势，确保他们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

保护。

三、专业的验光配镜

1、定期验光：建议家长每年至少带孩子

进行一次眼科检查，以确保及时发现并跟踪

远视问题的发展。 眼科医生会利用专业的设

备和技术，对孩子的视力进行全面评估。 对

于已经确诊为远视的儿童， 医生会根据孩子

的具体情况，建议定期进行验光，以便及时了

解远视的进展和变化。验光过程中，医生会仔

细测量孩子的眼球屈光度数， 为后续的配镜

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2、配镜矫正：根据验光结果，医生会为孩

子推荐合适的凸透镜进行矫正。 凸透镜能够

改变光线的折射方向， 使得远处的物体能够

清晰地呈现在孩子的视网膜上， 从而改善视

力问题。 配镜过程中， 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

龄、度数和脸型等因素，选择适合的镜框和镜

片材料。家长应积极配合医生的建议，为孩子

选择合适的眼镜，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四、眼部保健与训练

1、眼部按摩：家长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

眼部按摩方法，帮助孩子缓解眼部疲劳。如轻

轻按摩孩子的太阳穴、眉心和眼眶周围，有助

于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2、眼保健操：教孩子做眼保健操，如远近

交替注视、 眼球转动等， 有助于锻炼眼部肌

肉，提高视力调节能力。

3、视觉训练：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些

视觉训练，如穿珠子、描画等，这些活动既可

以缓解视疲劳，又可以预防病情加重。

五、关注孩子心理变化

远视不仅影响孩子的生理健康， 还可能对孩

子的心理产生影响。 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孩子

的心理变化，及时给予关爱和支持。鼓励孩子

积极面对远视问题，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六、定期复查与调整治疗方案

1、定期复查：家长应定期带孩子到医院

进行复查， 以便及时了解孩子的视力变化情

况。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调整治疗方案，确保

治疗效果。

2、调整治疗方案：根据孩子的视力变化

情况，医生可能会调整眼镜度数或更换眼镜。

家长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 确保孩子

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远视儿童患者的护理是一个综合性的过

程，需要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良好

的生活习惯、专业的验光配镜、眼部保健与训

练、 关注孩子心理变化以及定期复查与调整

治疗方案等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地改善孩子

的视力问题，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同时，家长

也要保持耐心和信心， 相信在医生和家长的

共同努力下，孩子一定能够战胜远视。

（作者单位：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在现代社会中， 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受到

重视， 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更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对于这类患者，除了专业的医疗治疗

外，家庭的参与和护理同样重要。家庭是患者

最亲近的依靠， 也是他们康复过程中的重要

支持力量。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家庭如何参与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与护理， 旨在提高

家庭成员的照顾能力，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

一、认识与接纳

严重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

障碍等，常常导致患者情绪、认知和行为上的

异常。 家庭成员首先需要了解这些疾病的基

本知识，包括症状、病因、治疗方法和预后等。

通过了解， 家庭成员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患

者的行为，减少误解和偏见。接纳是家庭参与

管理与护理的第一步。家庭成员需要认识到，

患者并非故意做出异常行为，而是疾病所致。

因此，家庭成员应该保持耐心和理解，避免对

患者进行指责或歧视。同时，家庭成员也要学

会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患者的挑战。

二、创建稳定与安全的环境

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而言， 一个稳定

且安全的环境是他们康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要素。 这样的环境能够减少患者因外界刺激

而引发的情绪波动，为他们的治疗和康复提

供有力的支持。 家庭成员应当致力于营造一

个宁静而和谐的氛围。 在日常生活中，应保

持规律性的作息时间，这有助于患者建立稳

定的生活节奏。 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减

少矛盾和纷争，以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

各种挑战，从而为患者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

康复环境。 除此之外，家庭环境的安全性也

是不容忽视的。 家庭成员应仔细检查家中是

否存在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物品或场所，

如尖锐物品、易碎物品等，确保这些物品放置

在患者无法轻易接触的地方。 同时，对于患

者可能自行外出的情况，家庭成员也应提前

做好准备，确保患者外出时的安全。

三、协助日常生活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常因

疾病影响而受限，这时家庭成员的协助就显

得尤为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应当

耐心细致地帮助患者完成基本的生活任务。

这包括但不限于协助患者穿衣、洗漱、进食

等。在协助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患者的意愿

和尊严，避免过度干涉或替代，让患者在保持

自尊的同时，也能够逐渐学会独立处理一些

日常事务。 同时，家庭成员还需要鼓励患者

积极参与日常生活活动。 即使是一些简单的

家务劳动，如扫地、擦桌子等，也能帮助患者

提高自理能力，增强自信心。这样的参与不仅

有助于患者的身体康复， 还能提高他们的社

交能力和生活质量。

四、督促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的重

要组成部分。 家庭成员需要督促患者按时服

药，确保药物的剂量和用法正确。 同时，也要

关注患者服药后的反应， 如出现不良反应或

症状改善不明显等情况，应及时与医生沟通。

此外，家庭成员还应对患者的药物进行管理，

确保药物的存放安全， 避免患者自行增减药

物剂量或停药。对于需要长期服药患者，家庭

成员需关注药物有效期，及时更换过期药物。

五、关注情绪变化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情绪往往波动较

大，家庭成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

当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激动等负面情绪时，

家庭成员应给予关心和支持， 帮助患者缓解

情绪压力。同时，也要鼓励患者表达内心的感

受，促进家庭成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六、培养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

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成员可以鼓励患者参与

一些社交活动，如与亲朋好友聚会、参加社区

活动等。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扩大社

交圈子，提高社交能力，还有助于缓解患者的

孤独感和焦虑情绪。

七、寻求专业支持

尽管家庭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与

护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专业的医疗支持

同样不可或缺。家庭成员应定期带患者就医，

与医生保持沟通， 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和治

疗进展。同时，家庭成员也可以参加一些相关

的培训课程或支持小组， 学习更多的照顾技

巧和方法。

家庭参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与护

理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任务。 通过认识与接

纳、创建稳定与安全的环境、协助日常生活、

督促药物治疗、关注情绪变化、培养社交能力

以及寻求专业支持等多方面的努力， 家庭成

员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 细致的照

顾环境，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 同时，家庭成

员也要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状态，保

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共同面对挑战。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潭西街

道十一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护理和管理策略

□ 何碧云

儿童急慢性胃肠炎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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