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3 年第 5 卷第 4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58 - 

简析细节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郭百叶 

陕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一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讨在消化内科护理中应用细节护理的效果。方法 研究中共选取 122 例患者展开对比，均在

消化内科就诊，采取摇号方式进行分组，对照与观察组各 61 例患者，前者采取常规护理模式，后者实施细节护

理手段，对比两组实际临床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数据表明，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 VAS、SAS、SDS 指标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及护理前，与此同时各维度护理质量显著提升，（P＜0.05）。结论 对于消化内科患者而言，细节

护理干预手段能够有效减轻其疼痛感，改善患者各负性情绪，对整体护理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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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tail nursing in gastroenterology 

Baiye Guo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Xi 'an, Shaanx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etail nursing in gastroenterology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122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all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ake the lottery way to group, control 
and observation group of 61 patients, the former to take routine nursing mode, the latter to implement detailed nursing 
means,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actual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ed that VAS,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nursing,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all dimension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P <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ir pain, improv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and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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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也随之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多样化也使得

各疾病的发生率逐年提升，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在

其治疗期间还需配合科学合理的护理服务，才可有效

提升整体治疗效果。本文主要探讨了不同护理模式在

消化内科护理中的应用差异表现，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共计抽调 122例在消化内科接受治疗的患者，

时间段为 2021 年 4 月~2022 年 3 月，为了方便疗效对

比分为人数对等的两组，每组各行一种护理方法，观

察其实际效果。实验开始前，我院将患者的性别、年

龄均详细录入电子档案库，整合患者的信息资料，具

体如下： 
①性别比例：对照组与观察组男女人数分别为 35、

26 例，37、24 例。 
②年龄分布：平均年龄为（49.35±4.11）岁、（48.29

±4.62）岁。 
所有患者经诊断均符合消化内科疾病标准，对实

验内容知情并表示同意配合医护人员的各项操作。排

除配合度较差、交流不畅、具有其他器质性疾病以及

危重症患者。将其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呈现出（P
＞0.05）。 

1.2 方法 
在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给予常规护理，主要进行

生命指征监测、环境干预等基础护理，并遵医嘱在饮

食、用药方面均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满足身体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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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期的营养需求，同时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以

此来提高其认知及配合度，为后期治疗及护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观察组实施细节护理干预手段，以此来提高护理

的全面性，满足患者身心发展需求，主要可从以下几

方面展开： 
①基础护理，护理人员还应当注意观察患者的病

情发展情况，对其各指标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包括心

率、血压、脉搏等方面，若患者有呕血、便血等情况

时，还需做好详细剂量工作，以便于能够为医生的治

疗提供精确的数据信息，对于出血表现较为严重的患

者，还应当叮嘱患者禁食，以免病情加重，注意询问

患者感受，查看患者的状态，一旦发现异常需及时告

知医生展开救治处理。 
②环境细节护理，根据以往临床经验来看，良好的

环境对患者的康复有一定积极促进作用，对此护理人员

还应当加强重视度，定期清洁消毒开窗通风，以此来保

证室内空气流通性，降低交叉感染问题的发生[1]。在此

需注意应及时将患者的呕吐物清除处理，以免造成污

染。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放置一些绿植，该方式不仅能

够改善环境，更能够为患者营造温馨的病房环境，使

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治疗。同时还需做好

温度调节工作，还需询问患者感受，并通过放置一些

生活用品的方式减轻患者的陌生感，切实提高其舒适

度。 
③心理细节护理，因受到疾病的影响，多数患者

会出现焦躁不安、抑郁等负性情绪，这也可能会导致

其血压、心率等呈现出不平稳状态，对此护理人员还

需及时进行护理干预，首先应与患者进行交流，认真

倾听患者的主观描述，从中获取患者心理状态，并在

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心理疏导方案可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2]。同时通过健康宣教的方式为患者讲解与疾病相

关的知识，包括发病机制、治疗方式、相关配合及注

意事项、预后等方面，以此来让患者对自身疾病有正

确的认知。其次还可为患者分享治疗成功案例，或者

让治疗效果较佳的患者现身说法，从而提高患者的治

疗信心，降低其紧张感。在此还需注意的是，家庭的

支持也与患者的心理状态也有着密切关联，对此护理

人员还需鼓励家属多配合医护人员，给予患者绝对的

支持及安慰，这也能够有效提高其积极性[3]。 
④饮食指导，与其他科室相比，消化内科患者本

身消化系统就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饮食方面还应当

进行适当调整，在保证营养的同时需以清淡易消化为

主，前期可以流质结构进食，而后根据其恢复情况逐

渐调整为普食，为降低对胃肠道的刺激，减轻压力，

还应当秉承着少食多餐的原则，注意保持营养的充足

性，从而才能增强免疫力，满足其身体技能运转需求，

促进患者尽快康复[4]。 
⑤细节沟通护理，因每位患者的病情、性格特点、

文化水平、家庭背景均有着较大差异性，因此在与患者

沟通时还应当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并注意措辞，严禁

讨论与患者相关的信息，尊重患者的隐私，认真倾听并

回答患者所提出的问题，时刻保持绝对的耐心，并可多

给予患者鼓励的语句，在消除其负性情绪的同时还能够

建立良好护患关系，为后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同时需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各项护理操作，并

保持动作的轻柔性，避免给患者造成不适感，与患者讲

解各操作的必要性及目的，提升其配合度。 
⑥仪容仪表，护理人员需时刻注意自己的外在形

象，不仅要着装得体，还应当以良好的精神状态面对

患者，提升自身专业性，增强患者的信任感[5]。 
1.3 观察指标 
在护理前后均对患者的疼痛情况进行评估，可采

用 VAS（视觉模拟评分法）量表，分值在 0~10 分区间，

分值越低表明患者疼痛感越轻，反之为重。为获取患

者心理状态，可应用 SAS、SDS 量表评价，中线分值

分别为 50、53 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越严重，同样相反说明较轻。利用科室自制护理质量

评分表评判两组护理质量，包括环境护理、仪容仪表、

护理技术、护理沟通、文书书写等维度，均为满分值，

分值高低与整体护理质量水平有一定相关性。 
1.4 统计学处理 
在此次研究实验中进行统计学处理时可采取

SPSS21.0，计量资料等各项指标可用（x±s）表示，

计数资料可用[n，（%）]表示，将 t 及 χ2 作为检验所

用。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且有着统计学意义，可利

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通过评估所得数据来看，护理前两组患者各项

评分相对较为均衡（P＞0.05）。在采取不同护理措施

后均有所改善，观察组 VAS、SAS、SDS 评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组间经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如表格

1 所示。 
2.2 在对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进行整合后可见，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各维度评分相对较高，数据之

间有一定差异表现（P＜0.05）。具体数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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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疼痛及心理状态评分对比（n=61），（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VAS 
护理前 5.78±1.26 5.84±1.07 0.178 P＞0.05 

护理后 3.22±0.79 1.34±0.49 7.655 P＜0.05 

SAS 
护理前 56.29±7.02 57.11±6.84 0.233 P＞0.05 

护理前 48.35±4.16 39.05±5.12 10.159 P＜0.05 

SDS 
护理前 58.66±5.12 59.01±4.07 0.402 P＞0.05 

护理前 50.06±4.23 41.11±3.67 12.244 P＜0.05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环境护理 仪容仪表 护理技术 护理沟通 文书书写 

对照组 61 83.75±4.02 81.29±5.89 86.38±3.75 84.66±4.23 87.09±3.27 

观察组 61 94.66±3.87 92.15±3.55 95.72±4.02 93.74±3.69 96.11±3.88 

t  9.735 6.112 11.053 8.244 5.178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消化内科作为医院重要科室，所收治的患者病情

有着复杂性、反复发作特点，这也大大提升了护理难

度，再加上每位患者的病情有着较大差异，所采取的

治疗方案也不尽相同，因此还需配合相应的护理服务，

以往的护理多以满足临床治疗要求为主，未能重视患

者的主观感受，对此还应当及时作出调整，在细节方

面加以重视，从多方面为患者提供相对应的护理服务，

包括护理操作、沟通等方面，切实满足患者生理、心

理等方面的需求。 
综上所述，在消化内科患者治疗期间采取细节护

理干预手段，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其疼痛感，更可改善

负性情绪，切实提升整体护理质量水平。具有一定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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