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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护理管理引入优质护理的整体实施效果评价

李明珍 罗亦悦 王 瑛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探究在消化内科的临床护理管理中，引入优质护理对护理管理的改善，以及整体应用

效果。方法：在我院的消化内科中选取 60例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对象，均于 2019.1月~2020.1月期间

因消化内科疾病入院治疗，将患者按照不用的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0例。采用临床

常规护理方式的为对照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优质护理管理的为观察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生活

改善情况，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将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对比，可知观察组患者的生

理功能、心理健康、精神状态、人际关系等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且（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通过对护理满意度的调查，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达

93.33%，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 66.66%。结论：将优质护理模式引入消化内科的临床护理管理中，能够有

效的改善患者的各项生活指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对提高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具有显著效果，可

以进行临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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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ges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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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management by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in this experi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of our
hospital. All of them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due to gastroenterological diseases between January 2019 and
January 2020.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linical routine nursing method i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igh-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routine nursing 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life improvemen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nursing work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mental health, mental st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indicators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P <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survey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ith nursing work was as high as 93.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66.66%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Conclusion: Introducing the high-quality
nursing model into the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of the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various life indicators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work,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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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由于受到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消化内科疾病的发生率呈现出逐年上

升的趋势，且由于消化内科疾病多存在病程治疗周

期长、恢复慢等特征，会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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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损害，因此对于消化内科患者的临床护理越

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传统的

消化内科护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临床护理需

求，所以为了提高临床护理水平和质量，增强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可以采用优质护理模式，为

患者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护理服务。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的消化内科中选取 60 例患者作为本次

实验的观察对象，均于 2019.1 月~2020.1 月期间因

消化内科疾病入院治疗，将患者按照不用的护理方

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0例。对照组

30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17例、女性患者 13例，年

龄在 21~65岁，平均年龄为（44.35±6.21）岁；观察

组 30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0例、女性患者 10例，

年龄为 19~68岁，平均年龄为（45.09±3.73）岁。纳

入标准：选取的 60例患者均已签订知情同意书，符

合入组实验的标准。且患者均因消化内科疾病入院

进行治疗。患者除消化内科疾病外，无其他心肺功

能、肝肾功能、精神疾病等其他疾病影响因素。排

除标准：拒绝参与本次实验者。存在其他精神类疾

病或者是心、肺功能疾病的患者。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分析后，不存在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

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优质护理服务，内

容如下。

（1）入院治疗前

需要做好患者入院前的准备，即对病房环境进行

整理，制定适应的病室温度、适度、光线等，给患者

一个舒适温馨的感觉。在接待患者时，需要保持合适

的态度和情绪，带领患者去了解和熟悉本科室的相关

情况，以及熟悉病室和病区。同时，需要向患者讲解

疾病相关的信息，让患者能够正确认识该项疾病，消

除因入院所产生的焦躁、恐惧等不良情绪[1]。

（2）治疗中

对于治疗过程中的护理，主要是对患者的基本

情况进行掌握，并指导患者的正确用药、适当活动

等，观察患者有无其他的不适症状[2]。同时，对于

一些情况较为特殊的患者，或者是年龄较大的患者，

要做到更加细致的护理。

（3）治疗后

在治疗完成后，需要观察患者的各项身体情况，

是否出现不良反应等。同时，需要对患者及家属进

行全面的讲解，对其进行治疗后的不良事项讲解、

以及健康指导等，进而有助于患者形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促进疾病的恢复[3]。

（4）心理护理

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和疏导是贯穿治疗全过程

的，即帮助患者消除因疾病所产生的焦躁、紧张、

恐惧等不良情绪，使患者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疾病，并且能够引导患者主动的配合医护人员进行

治疗和护理。

1.3 观察指标

生活质量评分，即包括了生理功能、心理健康、

精神状态、人际关系在内的各项生活指标，满分为

100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4]。

满意度调查，使用本院自制的患者满意度调查

表，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Excel 表格对患者的各项数据和资料进行

收集整理，并使用统计学处理软件 SPSS20.0对数据

进行分析和处理，得出的结果使用 t 值进行检验，

当（P＜0.05）时，表示为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5]。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心理健康 精神状态 人际关系

观察组 30 92.31±2.75 90.16±3.04 89.92±4.16 90.43±2.43

对照组 30 74.57±3.01 76.58±2.49 72.25±5.06 73.52±2.63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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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可知观察组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健康、精

神状态、人际关系等指标均为 90分左右，而对照组

患者的各项评分则在 70分左右，说明采用优质护理

模式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作用，且两组

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2.2 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 30例患者，非常满意为 11例、满意为

9例、不满意为 10例，护理满意度为 66.66%；观察

组 30例患者，非常满意为 16例、满意为 12例、不

满意为 2例，护理满意度高达 93.33%。对比两组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采用优质护理的观察组明

显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

3 讨论

现阶段，由于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当前的护理需要，所以需要进行不断的改善和优

化，实现优质护理模式，以提高护理水平和质量。

优质护理模式，指的是在临床护理过程中，坚持以

病人为中心的护理原则，加强传统的常规基础护理，

在不断强化和完善基础护理的同时，制定出更加全

面、系统、且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进而能

够促进护理质量和水平的提高[6]。目前，消化内科

疾病的发生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主要是由于

生活习惯、饮食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

由此也对护理工作带来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临

床护理的质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用优

质护理模式[7]。

经过本次实验可知，在消化内科护理中采用优

质护理模式，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理功能、心

理健康、精神状态、人际关系等各项生活指标，改

善患者因疾病所产生的各种不良情绪，使患者保持

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疾病，进而对于疾病的服务和质

量均有重要作用[8]。其次，通过对护理满意度的调

查，可知使用优质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高达 93.33%，明显高于采用常规护理组患者

的 66.66%，说明优质护理模式对于提高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也具有显著效果。

总而言之，对于消化内科的临床护理中，采用

优质护理管理的方式，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因疾病

所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

效的提高，同时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也有非常

显著的效果，可以在临床护理中进行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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