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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改变理论的整体护理对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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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讨论对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者实施行为改变理论的整体护理在临床上的效果。方法 选
取 2022.3-2023.3 本院收治的 GERD 患者 68 例，根据随机分组原则分为研究组（34 例，行为改变理论的整体护

理）和常规组（34 例，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 RDQ 反流性疾病症状积分、Morisky 护理依从性、GERD-
HRQL 胃食管反流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护理之后，两组的 RDQ 评分、GERD-HRQL 评分均有明显下降，

其中研究组的 RDQ 评分、GERD-HRQL 评分均比常规组更低（P＜0.05）；护理后，两组的护理依从性均有明显

提升，且研究组的护理依从性比对照组更高（P＜0.05）。结论 在 GERD 患者护理中应用行为改变理论的整体护

理模式，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其护理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胃食管反流病；行为改变理论；整体护理 
【收稿日期】2023 年 12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 月 23 日 【DOI】10.12208/j.jmnm.20240002 

 

Study on the impact of holistic nursing based on behavioral change theory o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Yumei Zhang, Na Shen* 

The 970th Hospital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Yantai,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holistic nursing based on behavioral change theory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Method: A total of 68 GERD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34 cases, holistic care based on 
behavioral change theory) and a routine group (34 cases, routine care). Compare the symptom scores of RDQ reflux disease, 
Morisky nursing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GERD-HRQL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After nursing, the RDQ score and GERD-HRQL score of both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the RDQ score and GERD-HRQL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being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After nursing, the nursing compliance of both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nursing complia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change theory in the holistic nursing model of GERD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ir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their nursing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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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

病，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全球卫

生统计数据，在西方大约有 10%～20%的成年人会出

现 GERD 症状，其中包括胃酸反流、胃灼热、咽喉痛

和咳嗽等[1]。此外，GERD 不仅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给个体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

健康和经济负担。行为改变理论是通过调整个体的行

为和思维模式，促进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我

管理能力，以达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的目的[2]。然而，

目前关于行为改变理论在 GERD 患者中的应用和效果

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整体护理中的应用。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行为改变理论在整体护理中对 G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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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影响，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具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在 2022.3-2023.3 收治的 68 例 GERD 患

者，通过随机分组法分为 2 组，研究组（34 例，其中

男 19 例，女 15 例，年龄 25～58 岁，平均 40.21±3.57
岁，病程 2～16 天，平均 8.57±1.34 天，应用行为改

变理论的整体护理）和常规组（34 例，其中男 18 例，

女 16 例，年龄 22～57 岁，平均 40.19±3.31 岁，病程

1～17 天，平均 8.42±1.09 天，应用常规护理）。两组

一般资料的统计比较无可比性（P＞0.05）。本研究获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纳入标准：均经过胃镜检查确诊胃食管反流病；均

具有胃灼热、反流、反酸、胸痛等临床症状；患者均自

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存在沟通障碍者；存在意识障

碍者；合并有其他严重胃肠道疾病者。 
1.2 方法 
常规组：对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包括以口头宣教方

式向患者讲解疾病知识，以及按照医嘱内容叮嘱患者

用药，并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变化情况，对于存在

负面情绪的患者给予基础的心理护理干预等。 
研究组：常规护理+行为改变理论的整体护理，具

体包括：（1）认知转变阶段：①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可

能并不清楚哪些食物、饮料会加重症状，哪些生活习惯

会影响疾病的发展。对此，护理人员应该通过线下讲座、

线上视频讲课、科普宣传手册等方式，向患者提供易懂

的胃食管反流专业知识和信息，帮助他们了解病情情

况，以及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改变的方面。②护理人

员需要和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了解患者的饮食

习惯、生活方式和面对慢性病自我护理的态度。然后护

理人员可以引导患者自行查找、反思在自我管理中需

要改变的具体方面，以及可能的障碍和挑战。③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一起制定个性化

的行为改变计划，包括护理目标、具体的行为措施、时

间表和评估方法。这样可以帮助患者将抽象的“改变习

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提高护理行为实施的有效

性。（2）行为干预阶段：①饮食调整：遵循医生的饮

食建议，规律饮食，改正暴饮暴食等不良饮食习惯。整

体护理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提供健康饮食指导，营养

师的指导等方式，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

胃食管反流病的发作。②生活方式改变：整体护理可以

通过康复医生、心理医生、体育锻炼指导等多方面的介

入，帮助患者树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观念，保持身心

平衡，预防胃食管反流病的发作。③压力管理：压力大、

情绪波动等不良心理状态会诱发胃食管反流病的发作。

整体护理可以通过心理支持、心理疏导、放松训练等多

方面的干预措施，帮助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减轻压力，

促进康复。④鼓励与支持：患者在改变不健康的行为习

惯和态度时，可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护理人员应该给

予患者充分的支持和鼓励。同时提高家属在护理管理

中的参与度，叮嘱患者家属在日常生活中监督患者的

自我管理执行情况。（3）效果巩固阶段：护理人员应

该持续监测和评估患者的行为改变计划的实施情况和

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计划，确保患者得到有效的

帮助和支持，达到预期的效果。 
1.3 疗效标准 
（1）使用 RDQ 反流性疾病问卷表调查并比较两

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症状积分（症状发作频率与症状

严重程度积分之和），评分越高表示反流性疾病症状越

严重；（2）使用 Morisky 依从性问卷调查简表评价两

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后的护理依从性，分值 0～8 分，

分数越大则依从性越高；（3）采用胃食管反流病的生

活质量调查量表（GERD-HRQL）评价两组患者在护理

前后的生活质量情况，共 10 个调查项目，总分 0～5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在统计软件 SPSS25.0 中，计量资料（ sx ± ）分

析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率（%）分析采用 χ2 检

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的 RDQ 评分 
研究组：护理前的 RDQ 评分（20.36±3.19 分），

护理后的 RDQ 评分（8.21±2.04 分）；常规组：护理

前 RDQ 分数（20.21±3.16 分），护理后的 RDQ 分数

（11.38±2.54 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RDQ 评分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RFQ 评分均有

明显下降，且研究组的 RDQ 评分比常规组更低，

（t=5.674，P=0.001）存在统计差异。 
2.2 分析两组的护理依从性 
研究组：护理前的护理依从性评分（3.21±1.05 分），

护理后的依从性评分（7.29±0.41 分）；常规组：护理

前依从性评分（3.31±1.01 分），护理后依从性评分

（6.21±0.67 分）。 
护理干预前，两组的护理依从性评分对比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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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的护理依从性均

有明显提升，与常规组相比，研究组的护理依从性更高，

（t=8.017，P=0.001）存在统计差异。 
2.3 分析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研究组：干预前的生活质量评分（26.59±3.41 分），

干预后的评分（10.05±1.91 分）；常规组：干预前的

生活质量评分为（26.53±3.58 分），干预后的评分为

（14.19±2.34 分）。 
护理干预之前，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显示无

统计差异（P＞0.05）；护理干预之后，与常规组相比，

研究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更低（t=7.992，P=0.001）存在

统计差异。 
3 讨论 
胃食管反流病通常是由于胃酸和胃内容物逆流进

入食管引起。这种疾病会导致食管黏膜受损，引起疼痛、

胃灼热和其他不适症状[3]。目前，GERD 的治疗主要包

括生活方式改变、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4]。然而，药物

治疗和手术治疗虽然能够缓解症状，但手术治疗创伤

大，而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伴随着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和并发症。因此，生活方式改变成为治疗和管理 GERD
的重要手段。 

行为改变理论是指人的行为起因和变化都可以通

过心理行为学的方法来解释和预测[5]。而整体护理是以

患者为中心，综合应用多种治疗方法和护理措施，致力

于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护理理念。本研究中，护理之后

两组的 RDQ 评分均有明显下降，其中研究组的 RDQ
评分比常规组更低（P＜0.05）；护理后，研究组的治

疗依从性、生活质量评分都高于对照组（P＜0.05）。

行为改变理论可以通过正向强化和认知重构来帮助患

者改变饮食观念和习惯，建立健康的饮食行为[6]；可以

帮助患者建立用药治疗的积极态度和良好的用药行为。

此外，行为改变理论下的整体护理还可以通过激励、支

持来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心态，建立健康的行为习惯，

提高生活质量[7]。通过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和

生活方式，调整心理状态，辅助药物治疗，可以有效地

减轻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促进康复[8]。 
综上所述，在胃食管反流病患者护理中应用行为

改变理论的整体护理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可以缓解

其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整体护理也

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提高患者的接受度

和配合度，提高整体护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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