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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慢性胃炎护理中的运用效果研究 

姚 楠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沟屯中心卫生院  河北承德 

【摘要】目的 探究对慢性胃炎病人实施健康教育的护理效果。方法 研究受试者共有 60 例，选取时间：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2 月，将其随机分组，分为研究组、对照组，每组受试者平均 30 例，分别实施不同

的临床护理方法，其中，对照组为常规临床护理，研究组在其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指导，比对组间病人依

从性和护理效果。结果 经过健康教育指导后，研究组病人总体依从性明显高于另一组，P＜0.05；研究组生

活质量和慢性胃炎相关知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整体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针对慢性胃炎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除了遵嘱护理，还应加入健康教育指导，帮助病人对自身

疾病形成清楚认知，提高整体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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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of chronic gast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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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 
Methods a total of 60 subjects were studied. The selection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number of subjects in each group was 30. 
Different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were implemented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cli- 
nical nursing, and the study group implemented health education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compare th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guidance of health education, the over- 
all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chronic gastritis related knowledg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sleep quality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 health education and 
guidance should be added in addition to following the nursing instru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treatment, so as 
to help patients form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diseas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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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是指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胃部黏膜炎

症，其致病因素包括自身系统免疫、HP（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等，此病治疗过程较漫长，经久不愈，

给患者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困扰[1]。因此，在

常规药物治疗的同时必须给予患者适当的健康教

育，纠正以往错误认知[2]。文章选取我院收治的 60
名慢性胃炎患者作为此次研究人员，探究对慢性胃

炎病人实施健康教育的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受试者共有 60 例，选取时间：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2 月，将其随机分组，分为研究组、对

照组，每组受试者平均 30 例，组间性别比例：（男

/女）：31/29；对照组年龄平均值（岁）：（43.2±
2.7），病程（年）平均值：（6.4±2.6），研究组

年龄平均值（岁）（43.3±3.1），病程（年）平均

值：（6.3±2.7），对比两组资料可得 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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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给予常规临床护理。 
研究组：在其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指导，具体

如下：（1）制定健康指导方案：在患者入院后，与

其进行详细沟通，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家庭背景

及教育背景。给患者详细介绍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

帮助患者尽快适应陌生的治疗环境，在沟通过程中

评估患者的情绪、状态，以收集到的信息资料为基

础，制定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指导方案。（2）疾病宣

教：可以通过日常查房，向患者普及慢性胃炎的基

础知识，如发病因素、病理机制、典型症状以及后

续治疗注意事项等。院内也可以定期对此类患者进

行统一健康宣教，聘请上级医院的主任医师进行专

项知识讲解，知识宣讲结束后为患者提供 1 对 1 的

解答机会，帮助患者对自身疾病形成清楚认知，提

高其认知水平和治疗依从性。（3）用药指导：给患

者发放治疗药品时，要详细讲解各类药品的使用剂

量、时间以及用后不良反应，嘱咐患者严格遵照医

嘱定时、定量用药。（4）饮食指导：药物治疗期间

要注意清淡饮食，禁食辛辣、刺激、生冷食物，养

成少食多餐、细嚼慢咽的进食习惯。（5）生活指导：

药物治疗期间要规范作息，注意胃肠道保暖，戒烟

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⑴收集 2 组病人健康指导后依从性的变化，统

计 2 组总依从性（依从性=完全依从+部分依从）。

⑵使用 SF-36（生活质量）、PSQI（睡眠质量）和

院内自制的慢性胃炎相关知识调查表对患者的护理

效果进行评定。其中 PSQI 量表为分值越低越好，其

余 2 项量表均为分值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

检验和 T 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

代表 2 组患者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组间病人依从性 
经过健康教育指导后，研究组病人总体依从性

明显高于另一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组间护理效果 
研究组生活质量和慢性胃炎相关知识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整体护理效

果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1  组间病人依从性对比（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研究组（n=30） 15（50.00） 13（43.33） 2（6.67） 28（93.33） 

对照组（n=30） 10（33.33） 12（40.00） 8（26.67） 22（73.33） 

χ2 - - - 4.3200 

p - - - 0.0377 

表 2  组间护理效果对比（ sx ± ，分） 

时间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干预前 

睡眠质量 2.72±0.42 2.80±0.31 0.8394 0.4047 

生活质量 73.42±6.25 72.61±8.28 0.4277 0.6705 

认知水平 69.29±3.20 70.17±1.26 1.4015 0.1664 

干预后 

睡眠质量 1.61±0.25 2.19±0.36 7.2481 0.0000 

生活质量 90.28±6.61 81.44±6.53 5.2110 0.0000 

认知水平 93.61±4.42 80.49±5.62 10.0507 0.0000 

 
3 讨论 
慢性胃炎的主要病理特征为淋巴细胞浸润，此

病伴随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也在逐渐增高[3]。早期

患者主要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如食欲不振、反酸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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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餐后胀痛等。伴随病程的发展，在疾病后期少

部分患者胃黏膜会出现萎缩和上皮内瘤变，以上两

种病变与胃癌发病息息相关[4]。因此，慢性胃炎疾

病需要及时通过临床药物手段进行干预，但疾病治

疗时间长，愈后易复发，因此，用药期间进行护理

健康指导十分必要[5]。文章研究中通过前期与患者

的交流，收集患者基础信息，制定针对性健康指导

方案，通过疾病知识普及，帮助患者形成清楚认知，

用药期间对患者进行全面的饮食、药物和生活指导
[6]。文章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健康教育指导后，研

究组病人总体依从性明显高于另一组，P＜0.05；研

究组生活质量和慢性胃炎相关知识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整体护理效果优于

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针对慢性胃炎患者，临床治疗过程

中除了遵嘱护理，还应加入健康教育指导，帮助病

人对自身疾病形成清楚认知，提高整体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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