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进展 2022年第 1卷第 4期
Journal of Advances in Clinical Nursing https://jacn.oajrc.org/

- 7 -

综合护理干预在消化内科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沈 芸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石河子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消化内科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2021年 6月至 2022
年 4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100例消化内科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分组以盲抽的方式选择患者，综合护

理干预（观察组），常规护理（对照组）。对比治疗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在焦虑情绪和抑郁情

绪的评分中，得分低于对照组，情绪改善初见成效，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不良反应

发生率，观察组患者则低于对照组，差异对比较大。最后，在护理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上，观察组为 96.0%，优于

对照组的 8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对于消化内科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可分

析不同患者的疾病情况给予护理指导，加强对并发症的管理和情绪管控，由此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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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nte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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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in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 from June 2021 to April 2022, 100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trea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y blind sampling,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bservation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control group). Compare the treatment results. Resul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ata that th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ood has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relatively
large. Finally, in the evaluation of nursing staff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0%,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4.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in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It can analyze the diseas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patients, give nursing guidance,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complications and emotional
control,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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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人

们的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导致

消化内科疾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消化内科

疾病指的是非外科疾病，多危及肝胆、胰腺、胃部等，

具体疾病如肠胃炎、胃溃疡、胃炎等，且多数患者有

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情况[1]。在肝胆疾病中，则有与肝炎

病毒有关，多由于患者饮食不当引起，且病情多变，

有复发性的表现。在临床治疗期间辅助综合护理指导，

能够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记录患者的病情需求，并

整合医护方案，给予患者更科学、细致的护理服务，

对于改善疾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2]。鉴于此，2021年 6
月至 2022年 4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100例消化内科患

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分组以盲抽的方式选

择患者，对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年 6月至 2022年 4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100
例消化内科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分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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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抽的方式选择患者。观察组所纳入的 50例中，男 24
例，女 26 例，年龄抽取介于 23～70 岁之间，平均测

验值经求取为（42.45±3.96）岁；对照组所纳入的 50
例中，男 26例，女 24例，年龄抽取介于 25～71岁之

间，平均测验值经求取为（42.39±3.81）岁。组间基线

资料可比（P>0.05）。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开

展。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干预，告知患者疾病的相关情况，

包括产生原因、治疗措施、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等，同

时做好患者的病情记录，及时反馈给医师，以便于调

整治疗措施。

观察组为综合护理干预，首先要提升消化内科护

理人员的专业素养，除了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可以进一步掌握科室不同种类疾病的表现、治疗措施，

护理要点，要了解患者的治疗需求，增强与患者的沟

通能力，与同事之间的合作能力，与医师之间的配合

能力，由此保障患者的治疗。此外，要掌握必要的心

理学知识，将其用于心理护理指导中，及时发现患者

的情绪问题，通过沟通、疾病讲解、家属配合，缓解

患者的不良情绪。要重视患者的病情变化，对呕吐物

的颜色、性质可进行观察，以及患者腹部体征变化等，

在用药管理中，也要注意服用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如

果患者有长期服用抗生素，则有明显的胃肠道反应，

要重视并记录患者主诉。在健康宣教指导中，掌握疾

病的基础知识，在了解患者饮食习惯的基础上进行不

良行为的纠正，包括荤素营养搭配，健康作息，要检

查患的用药情况，避免患私自停药，增减用药剂量等[3]。

最后，在为患者实施治疗操作的同时，如在穿刺、输

液、置管中，注意手法，以专业性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减少护患纠纷。

1.3 评价标准

结合 SAS和 SDS量表实施分析。总得分值越高证

明病人焦虑、抑郁反应越重，从护理前、护理后 2个
方面进行统计。此外，则对比患者对本次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最后，对比患者的不浪费与发生率，如呕吐、

乏力、尿失禁、便秘、头晕等。

1.4 统计方法

测验数据均在 SPSS22.0中录入，从表示结果上，

如果采用卡方检验，则为计数统计措施，如果为 t检验，

则为计量统计措施，如果最终比较值低于 0.05，则为 p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在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

的评分中，得分低于对照组，情绪改善初见成效，对

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情绪对比分析（ sx  ，分）

组别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50） 38.35±1.11 32.11±1.35 48.65±1.21 39.68±1.15

观察组（n=50） 38.34±1.12 22.61±1.29 48.66±1.22 29.01±1.16

t 0.635 9.335 0.546 7.589

p ＞0.05 ＜0.05 ＞0.05 ＜0.05

与此同时，在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患者则低

于对照组，即观察组为 8.0%，对照组则为 18.0%，差

异对比较大。

最后，在护理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上，观察组为

96.0%（48/5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84.0%（42/5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消化内科属于医院的重要科室，患者的病情种类

不同，程度不一，且患者人数多，人流量大，这也为

护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在消化内科中，

多有患者需要住院观察，且对于实施手术治疗的患者，

其有呕吐、便秘等情况，在治疗期间的情绪状态差，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护理服务水平一般[4]。

在现代医学护理管理体制改革中，应当进一步落

实以人为本的护理策略，从操作技巧、沟通技巧、心

理指导等途径帮助患者更好地开展疾病指标，达成较

为理想的护理效果[5]。在应用综合护理的过程中，首先

要增强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专业能力，对工作流程、

工作内容、突发事件的处理不断进行改革、优化和调

整，通过发现问题，集中讨论，集思广益，促使护理

工作可以高质量地完成[6]。其次，要重视护理管理的系

统化、规范化、标准化，为患者的入院、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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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康复指导进行多方面控制，实现环环相扣，以

保障护理服务水平[7]。综合护理要进一步的应用好医护

资源，提升工作效率，不仅要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指导，

也要考虑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工作能力，通过组内

培训、排班制度的调整，以此提升护理团队的综合实

力[8]。结合本次调研可见，观察组患者不仅在面对疾病

治疗中有相对良好的状态，心态也更为积极，对护理

人员的工作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说明，在综合护理

中能够改善传统护理的不足之处，也拉近了护患之间

的距离，解决了治疗中遇到的问题。

综上所述，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对于消化内科患者

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可分析不同患者的疾病情况给

予护理指导，加强对并发症的管理和情绪管控，由此

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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