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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儿童成长发育中儿童保健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分析
闫 丽 张红芳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 山东 东营 257000

【摘  要】目的：探讨儿童保健护理干预对儿童成长发育的影响效果。方法：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8 月－ 2020 年 9
月期间进行健康查体的儿童 110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数字随机法将其分为两组，其中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而观察组则运用保健

护理干预，比较分析两组的干预效果。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发育商和智能发育区评分均较高，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 0.05）；
观察组的体重和身高发育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同时，两组的营养性疾病发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通过给予儿童保健护理干预，有助于儿童的体格、智能发育，使营养性疾病发生率降低，从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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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在儿童健康成长期间，诸多因素如机体消化能
力、遗传以及饮食等都会对其生长发育产生一定影响，从而表现
出明显的儿童个体化差异 [1]。同时，儿童时期具有较快的成长发
育速度，对营养有着较高的需求，并且其机体各项功能尚未发育
完善，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若营养供给不足，则容易出现诸多
营养病，比如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以及佝偻病等，不仅危害儿
童健康，还影响其成长发育状况 [2]。但是研究发现，在社区儿童
保健管理中，大部分家庭对育儿知识的了解较少，其育儿经验缺
乏，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容易出现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儿
童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从而增加疾病发生风险，所以加强儿童
保健尤为重要 [3]。因此，本文对儿童保健护理干预在儿童成长发
育中的运用价值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8 月－ 2020 年 9 月期间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健康查体的儿童 110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数字随机法将其分
为两组，每组 55 例。对照组年龄 6~36 月，平均（21.5±6.1）
月，其中 25 例为女性、30 例为男性；观察组年龄 6~37 月，平均
（21.6±6.2）月，其中 23 例为女性、32 例为男性。两组的年龄、
性别等资料比较无差异（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保健护理 即将儿童的年龄作为基本

依据，给予常规的发育营养测评、身体健康检查、饮食指导以及
生活指导等，定期测量儿童身高和体重，并做好相应记录。

1.2.2 观察组运用儿童保健护理干预 （1）建立个人档案。
对儿童的身体健康检查表和智能测试表进行收集，整理内容并归
档，对儿童的实际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解，并且将其作为基本依
据，有针对性地制定保健措施。（2）健康教育。社区儿保医生
加强与儿童家长的交流和沟通，了解儿童情况和家长的想法，构
建与儿童家长的和谐关系，并且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给家长讲
解儿童保健护理的相关知识，使其正确认识儿童保健，提高参与
积极性。同时，与儿童具体情况相结合，合理选择护理方法，告
知家长定期参加家庭培训活动，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如图书、游戏
以及玩具等，充分调动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儿
童的思维能力。（3）饮食管理。在对儿童进行饮食保健时，坚

持营养支持的基本原则，对儿童的日常饮食进行规范管理，其中
蛋白质为1.8~2.4g/kg，热量为25~40kCal/kg，并且补充适量的脂肪、
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同时，根据儿童的实际年龄，制定针对性饮
食方案，对于年龄为 6~12 月的儿童，可增加适当辅食，坚持“先
细后粗、先稀后稠”的喂养原则，并且做到循序渐进，逐渐增加
喂食量。（4）早期教育。以身体、语言以及感觉锻炼为主，尤
其是年龄＞ 1 岁的儿童，在给予知觉运动思维训练的基础上，还
要适当进行活动锻炼，比如游泳、主动操训练等。（5）生活指导。
通过播放视频、发放宣传册、开展讲座以及一对一交流等多种方
式，为儿童家长普及健康知识，告知其接种疫苗的好处，定期带
儿童接种疫苗，适当运动，给予儿童适当的陪伴和鼓励，并且在
日常生活中帮助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饭前便后洗手，减少细
菌滋生和残留，预防疾病。（6）做好儿童访视工作。儿童保健
护理作为一项系统的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内容，比如预防接种、
体格检查以及儿童出生等信息，其中与儿童相关的保健护理包括
大运动、语言、精细动作以及个人社交等能力，通过开展保健护理，
有助于增强儿童的自主生活能力。

1.3 观察指标
1.3.1 体格发育评分 根据 WHO 儿童生长发育标准，评价

儿童生长发育情况，其中发育不良为－ 2 分，发育良好为 2 分，
生长发育状况与得分呈正比关系。

1.3.2 智能发育区、发育商 运用 CDCC 中国儿童发育量表
对儿童的智能发育区、发育商进行评价，包括大运动、精细运动、
社交能力、语言以及认知等多个维度，儿童的智能发育与得分呈
正比关系 [4]。

1.3.3 营养性疾病 统计两组的营养性疾病发生情况，包括
超重 / 肥胖、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以及佝偻病等。

1.4 统计学分析
由 SPSS 20.0 软件分析数据，采用 t 和 χ2 检验组间计量与计

数资料对比，以 P ＜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体格发育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体重和身高发育评分均较高，组间

对比差异明显（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体格发育评分对比 [（x±s），分 ]

组别
体重 身高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对照组（n=55） 1.3±0.6 1.9±0.5 1.9±0.7 1.6±0.4
观察组（n=55） 3.4±0.7 3.2±0.9 3.7±0.5 2.8±0.7

t 值 6.398 9.112 5.397 7.386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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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智能发育区、发育商比较

观察组的社交能力、认知、大运动、语言、发育商以及精细

运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智能发育区、发育商对比（x±s，分）

组别 发育商 大运动 精细运动 社交能力 语言 认知

对照组（n=55） 84.1±6.3 85.2±7.1 75.3±6.7 72.1±5.7 80.3±5.6 78.1±4.7

观察组（n=55） 90.2±4.5 92.3±4.6 84.5±5.6 83.4±5.6 89.3±4.6 83.5±4.5

t 值 5.991 6.454 8.034 6.473 5.287 8.343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3 两组营养性疾病发生情况对比

相比较对照组而言，观察组的营养性疾病发生率低，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营养性疾病比较 [n（%）]

组别 营养不良 超重 / 肥胖 佝偻病 缺铁性贫血 发生率

对照组（n=55） 3（5.45） 3（5.45） 2（3.64） 4（7.27） 12（21.82）

观察组（n=55） 1（1.82） 1（1.82） 0（0.0） 1（1.82） 3（5.45）

χ2 值 12.345

P 值 ＜ 0.05

3  讨论

儿童健康是社会和家庭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早期的成

长发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青年期、成人期的智能水平和社交

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 [5] 发现，尽早给予儿童健康教育，

可以对儿童健全人格、心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

诸多因素会影响儿童的早期生长发育，比如天生气质因素、环境

因素以及遗传因素等。既往在对儿童进行健康保健时，往往采用

以疾病为中心的常规保健模式，其内容主要为身体健康检查和看

病，忽略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其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影响较

小 [6]。而在儿童保健干预中，以儿童保健管理和早期教育工作为

基本出发点，通过给予系统、全面的保健指导，以鉴别和指导为主，

有助于提高儿童早期的健康发育、生长水平 [7]。家长在科学育儿

指导下，能够增强保健知识，及时发现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采取有效解决措施，并且合理安排日常饮食，协助儿

童适当运动，能够改善儿童消化功能和睡眠质量，促进胃肠道吸

收，使儿童的机体营养水平提高，从而实现体格发育目标。同时，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营养性疾病发生率低，且发育商及智能

发育区评分高，说明儿童保健护理干预有助于家长科学育儿观念

的形成，促进儿童体格发育，降低营养性疾病发生率，并且早期

适当运动、规范的抚触以及家长的陪伴，可以使脑细胞数量增加，

促进神经突触发育，形成神经传导回路，从而提高儿童的体格、

智能发育水平。

综上所述，通过对儿童进行社区保健护理干预，不仅能够增

强家长保健意识，养成科学的育儿观，还能促进儿童的智能和体

格发育，预防营养性疾病，从而实现儿童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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