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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探究 

杨仕先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实验共选取了 130 例消化内

科患者，纳入时间段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所有实验患者均存在不同症状的食管、胃、小肠、

大肠以及胰腺等疾病，符合消化内科的收治标准。130 例患者在入组后需按照护理措施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患者均为 65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临床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实施优质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评分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与护理

前相比，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均有明显的改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患者

相比，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改善效果更佳，（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对比两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观察组为 98.46%，对照组为 86.1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将优质护理实施到消化内科的护理管理中，能够提高临床护理的质量和效率，改善

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高，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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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gestive medicine. Methods: A total of 130 gastrointestina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period 
of inclusion was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0. All experimental patients had different symptoms of esophagus, 
stomach, small intestine, large intestine, and pancreas. The standard of admission in Gastroenterology. After 
entering the group, 130 patients need to b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Each group has 65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quality nursing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y compared the anxiety, depression scor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car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car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The improvement effect is 
better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compar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8.46%, the control group was 86.1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to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gestive 
medicin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linical nursing,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has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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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

此针对于当前的消化内科护理现状，如何实现整体

护理质量的提高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本次

实验将分析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选取了 130 例消化内科患者，纳入

时间段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所有实

验患者均存在不同症状的食管、胃、小肠、大肠以

及胰腺等疾病，符合消化内科的收治标准。130 例

患者在入组后需按照护理措施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患者均为 65 例。本次实验纳入标准：

自愿参与本次实验，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完整。

本次实验排除标准：拒绝参与本次实验；病例缺失；

合并消化系统肿瘤疾病；存在血液系统疾病或自身

免疫疾病。对照组 65 例实验患者中，男女例数分别

为 35 例和 30 例，年龄区间 29~75 岁，平均年龄为

（49.35±2.55）岁；观察组 65 例患者中，男女例数

分别为 33 例和 32 例，年龄区间 28~69 岁，平均年

龄为（48.72±2.33）岁；对比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

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实验结果无影响，可以

进行对比分析。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措施，严格按

照护理操作流程进行相关工作的开展，对患者的病

情变化进行严密的监控，并对其进行常规的用药护

理和心理疏导。 
观察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健康宣教 
目前，大多数患者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认知过

于片面，进而会对治疗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护

理人员需要针对于患者的文化水平展开针对性的健

康宣教，具体可通过宣传视频、健康手册、一对一

交谈等方式，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知，使其

能够提高治疗的积极性，配合医护人员进行相应的

治疗和护理工作[1]。同时，针对于患者向护理人员

提出的问题，护理人员需要保持和蔼温馨的态度，

并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讲解，构建良好

的护患关系。 
（2）环境护理 
由于大多数患者在住院后会因为陌生的环境而

出现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所以护理人员为了消

除其负面情绪，可以建立一个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

以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具体来说，护理人员需要将

病室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线等调整至合适的范围内，

并将患者可能使用到的用物准备齐全，以便能够满

足患者的日常生活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2]。 
（3）心理疏导 
消化系统疾病大多有治疗缓慢、病情复杂的特

点，进而容易因疾病的影响而导致患者出现抑郁、

恐惧等不良心理状态，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

行优质心理疏导[3]。首先，需要加强与患者的交流

和沟通，了解其压力来源，进而能够实施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其次，需要加强

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告知其家庭关怀的重要性，引

导其能够多关心和呵护患者，增强患者的治疗自信

心[4]。 
（4）饮食护理 
针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特点，患者在治疗期间

大多需要进行饮食上的控制，以免对胃肠道造成影

响。对于饮食计划的制定，需要在保障患者每日营

养需求的基础上，指导患者多食水果和蔬菜，禁忌

辛辣刺激和生冷的食物，同时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

需要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避免在住院期间出

现便秘[5]。此外，针对于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在

手术后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指导其进行相应

的饮食，确保其饮食的合理和营养，促进其身体恢

复。 
1.3 观察指标 
将不同护理措施下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焦

虑和抑郁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

指标。焦虑（SAS）和抑郁（SDS）评分的测定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焦虑、抑郁

程度越重。护理满意度的调查使用本院自制的满意

度调查表，其中包括了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

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率+满意率。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Excel 表格对本次实验的相关数据进行收

集和整理，并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分析和

处理，以（X±S）表示为本次实验的焦虑、抑郁评

分，以（%）表示为本次实验的护理满意度，并使

用 t 值和 X2值进行实验结果的检验，当（P＜0.05），
表示数据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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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见表 1） 
对比接受不同护理措施下两组患者的焦虑、抑

郁改善情况，实施优质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其改善效

果更佳，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X±S）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5 56.83±2.41 34.16±1.33 58.32±1.63 37.25±1.06 

对照组 65 57.32±1.76 50.37±2.47 57.85±1.36 49.26±1.73 

t 值  0.5433 10.3892 0.3715 11.2576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65 49 15 1 98.46% 

对照组 65 37 19 9 86.15% 

X2值     9.3721 

P 值     ＜0.05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为

98.46%，对照组为 86.1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组间数据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消化内科主要是包括了胃、肠道等相关系统疾

病，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病主要是包括了急性腹痛、

慢性胃炎、消化道出血、消化道溃疡等，具有病情

复杂多样的特点，且病程相对漫长，需要较长的治

疗时间[6]。所以，除对症治疗外，消化系统疾病的临

床护理措施也是极为重要的，通过进行有效的护理，

能够促进患者的病情恢复，提高临床护理效果和护

理质量。因此，对于消化系统的临床护理中可以实

施优质护理措施，以患者为中心展开护理活动，提

高临床护理的规范性，促进临床护理的质量提高[7]。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患者相比，实施优质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其焦虑、

抑郁改善情况相对更佳，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显著的

差异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对

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为 98.46%，对照

组为 86.1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

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知，在消化内科中实施优质护理能够实

现临床护理质量的提高，且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焦虑

和抑郁情况，值得进行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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