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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慢性胃炎护理中个性化健康教育的临床应用效果干预分析 

许 娜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小儿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小儿慢性胃炎护理中个性化健康教育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门诊收治的 70 例小儿慢性胃炎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35 例。其中对照组采取

常规护理干预方法，观察组采取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法。对比 2 组小儿慢性胃炎护理干预效果。结果 对照组总有

效率 68.6%、对照组依从性 74.3%、满意率 77.1%显著低于观察组总有效率 97.1%、依从性 94.2%、满意率 94.9%，

组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本研究以小儿慢性胃炎护理中个性化健康

教育的临床应用效果理为研究方向，旨在通过采取个性化健康教育来改善小儿慢性胃炎症状，促进其治疗效果的

提升，也为更好的护理小儿慢性胃炎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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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pediatric 
chronic gastritis nursing.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70 cases of pediatric chronic gastritis admitted to the 
outpatient clinic from August 2020 to August 2022 as study subjec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35 cases in each group. Among them,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Compa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ediatric chronic gastriti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68.6%, the compliance 
rate of 74.3%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77.1%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97.1%, the compliance rate of 94.2%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94.9%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and the clinical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pediatric chronic gastritis care a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pediatric chronic gastritis by taking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to 
promote its therapeutic effect, and als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etter care of pediatric chronic gast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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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的发生主要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而且这些因素如果反复性刺激胃黏膜，那么就极易会

引发慢性炎症的发生。小儿慢性胃炎已然成为临床中

比较多见的疾病，诱导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尚待达到共

识，且临床诊断标准也因各不相同，无法确保治疗效

果达到比较平衡的状态[1-2]。对此，就非常有必要在小

儿慢性胃炎治疗中采取必要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此促

进治疗效果的提升。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门诊收治的 70 例小儿慢性胃

炎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采取个性化健康教育改善

小儿慢性胃炎症状，提高其治疗效果，具体内容报告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门诊收治的

70 例小儿慢性胃炎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

作者简介：许娜，（1992-）女，陕西西安，本科，护师。 

https://jacn.oajrc.org/�


许娜                                                  小儿慢性胃炎护理中个性化健康教育的临床应用效果干预分析 

- 152 - 

观察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男 22 例，女 13 例，年

龄 3-8 岁，平均年龄（5.16±2.29）岁；观察组男 21
例，女 14 例，年龄 3-7 岁，平均年龄 （5.14±2.31）
岁。两组性别、年龄对比具有较高相似度（P＞0.05）。

纳入标准：经临床诊断发现均符合慢性胃炎诊断标准；

2）家属均同意并表示愿意全程配合研究；3）均未见

其他严重疾患。排除标准：1）不愿全程配合的患儿；

2）合并严重病变的患儿；3）高危感染的患儿；4）有

精神疾患的患儿。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方法护理。告知患儿及其家属

要让患儿保持卧床休息的状态，尽量在身体恢复阶段

不要幅度过大的运动；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再

次感染情况的发生。 
观察组：采取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法护理。1）护理

人员应充分掌握患儿基本资料，然后做到能够统筹把

握患儿的病情，这样利于给予患儿制定个性化健康教

育策略。2）根据患儿年龄特征，可以为患儿播放其比

较感兴趣的动画片、游戏等，让患者的精力不再集中

在自身的病情上，这样利于放松患儿的身心，让其的

负面情绪得到有效缓解，最终促使患儿主动配合医护

人员的治疗和护理工作。3）因患儿年龄尚小，对此更

需要加强对患儿家属的指导。告知家属要在患儿身体

比较脆弱的阶段，给予其最大程度上的关心和照顾，

然后严格按照医嘱服用药物，在生活中药帮助患儿制

定健康的饮食习惯，积极运动等，以此提高自身抵抗

力，以此预防胃炎的再次侵袭。 
1.3 观察指标 
1）治疗效果。经治疗、护理后未见患儿有临床症

状为显著；经治疗、护理后未见患儿临床症状有显著

改善为有效；经治疗、护理后未见患儿临床症状得到

改善为无效。2）依从性。包括非常依从、一般依从和

不依从。3）满意度。本次满意度调查表共计发放 70
份，均回收。其中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护理质量、

护理水平等内容。其中很满意分数区间为 80-100 分，

较满意分数区间为 60-79 分，不满意分数区间为 0-59
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5.0 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患儿的治疗效果 
通过对上述患儿实施相应护理，发现对照组显著

16 例，有效 8 例，无效 11 例，最终观察发现其总有效

率达到 68.6%。观察组显著 24 例，有效 10 例，无效 1
例，最终观察发现其总有效率达到 97.1%。组间对比

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

=10.058，p 值=0.002）。结果见表 1。 
2.2 对比 2 组患儿依从性 
观察组非常依从 27 例，一般依从 6 例，不依从 2

例，最终观察发现其依从性达到 94.2。 
对照组非常依从 20 例，一般依从 6 例，不依从 9

例，最终观察发现其依从性达到 74.3%。组间对比存

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5.285，
p 值=0.022）。 

表 1 对比 2 组患儿的治疗效果例（%） 

分组 n 显著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5 16 8 11 24（68.6） 

观察组 35 24 10 1 34（97.1） 

χ2值     10.058 

p 值     0.002 

表 2 对比 2 组患儿依从性（%） 

分组 n 非常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35 20 6 9 74.3 

观察组 35 27 6 2 94.2 

χ2值     10.058 

p 值     0.002 

2.3 对比 2 组家属满意率情况 
观察组很满意 27 例，基本满意 7 例，不满意 1 例，

最终观察发现其满意率达到 94.9%。对照组很满意 19
例，基本满意 8 例，不满意 8 例，最终观察发现其满

意率达到 77.1%。组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

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4.590，p 值=0.032）。 
3 讨论 
最近几年来，饮食安全问题频频发生，由于儿童

年龄比较小，故此就成为了被疾病侵袭的主要对象[3]。

加之该病病程比较长，复发概率高，这就导致该疾病

的治疗比较棘手，而如何加强对患儿的有效治疗就成

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常规护理对患儿治疗效果的巩固还停留在比较原

始的阶段，而通过对患儿实施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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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循序渐进的对患儿的身体进行调理，让其逐步

恢复健康身体的同时，还可以增强患儿的抵抗力，避

免其经常性受到该疾病的困扰[4-5]。个性化健康教育的

应用，也让患儿家属意识到了良好饮食和生活习惯的

重要性，也为预防患儿再次复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有效率 68.6%显著低

于研究组 97.1%，组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

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依从性 74.3%显著低于研究

组 94.2%，组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具有统

计学意义。对照组满意率 77.1%显著低于研究组

94.9%，组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对比具有统计学

意义。可见该护理方法能够践行在小儿慢性胃炎中，

造福更多具有相同疾病困扰的患儿。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小儿慢性胃炎护理中个性化

健康教育的临床应用效果理为研究方向，旨在通过采

取个性化健康教育来改善小儿慢性胃炎症状，促进其

治疗效果的提升，也为更好的护理小儿慢性胃炎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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