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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护理在克罗恩病患者中的作用

庞佳琪，宋 洋*，张天爽，高 爽，李超群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长春

【摘要】目的 评估克罗恩病患者接受护理时，采用智谋促进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9年 4月至 2020
年 3月进行研究，录入 150名克罗恩病患者。在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中组内各设置 75例对照对象；对照组

内患者接受护理时采用常规护理方案，实验组患者则选择智谋促进护理开展护理工作，记录患者对于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研究完成后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差异明显，从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来看，实验组的

各项数据均优于对照组（（2=9.155，P＜0.05），结论 给予克罗恩病患者有效的智谋促进护理使患者在日

常生活中也能得到有效的护理支持，对于控制患者的不良症状来说有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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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different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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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using resourcefulness to promote nursing care for Crohn's
disease patients.Methods From April 2019 to March 2020, 150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75 control subjects were set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plan when receiving nursing car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hose to promote nursing care with wisdom and recor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Resul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the data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2=9.155, P<0.05). Conclusion Giving effective
wisdom to promote nursing care to the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an make the patients get effective nursing
support in their daily life,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ntrolling the adverse symptom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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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恩病属于一种炎症性肠病，这一疾病的发

病机制还并未完全明确，临床上在针对克罗恩病进

行治疗时常用药物包含氨基水杨酸制剂和糖皮质激

素以及免疫调节剂等，但采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

[1]，产生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免疫抑制剂

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严重不良反应[2]，而糖皮

质激素类药物在应用时容易出现患者不耐受的情

况。智谋是从幼儿时期开始，在整个生命中学习的，

* 通讯作者：宋洋，女，1987.08，汉，吉林省辽源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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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在一个人的环境中，包括家庭和家庭的环境

中，随着各种类型的学习（例如，条件反射、建模

和训练）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3]。故而医务人员建

议将智谋促进护理应用于患者的护理中提高患者的

护理效果，这也是近年来相关临床研究的一个主要

方向[4]。本次探究智谋促进护理干预对克罗恩病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且获得良好的成果，现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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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法开展本次实验，数据库内

资料登记 150名资料登记有效可接受实验各项操作

的克罗恩病患者，为保障实验可参考性实验，在开

设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将患者基本资料分为两组

后进行研究，为便于实验期间区分，将患者的基本

资料记录，在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中组内各设置 75
例对照对象；对照组内患者性别为（男性：39；女

性：36），患者年龄区间值为 34~66（46.52±4.25）
岁；实验组内患者性别为（男性：40；女性：35），

患者年龄区间值为 35~65（45.68±5.11）岁；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根据患者存在

的克罗恩病症状进行病情分析，配合用药以及饮食

和体育锻炼治疗消除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生活

习惯，保障患者的康复。对照组患者给予传统护理，

指导患者如何对自身的血压以及血糖值进行控制，

并按照医嘱要求患者进行相应的复诊。实验组患者

给予智谋促进护理，内容如下。

对于护理人员来说应对克罗恩病感染途径进行

相关护理，并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用药。针对不同类

型胃肠道功能住院患者进行不同症状、发病原因等

的针对性，并结合患者情况对抗生素的情况进行应

用。除此之外，护理人员应要求患者定期进行胃肠

道功能检查，以此来改善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勤洗

澡、勤换衣。在对患者进行生活护理时饮食也是一

项十分关键的内容，护理人员需要叮嘱患者每日多

食用清淡的饮食，并且选择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避

免高盐或者刺激性饮食的过多摄入，这样能够使患

者的个体状态得到改善。

护理人员需要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言语

上的支持与鼓励，并告知其抑郁症的危害和具体发

生原因，取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让家属多和患者

沟通，了解其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患者意识到正

常行为和病态行为的区别，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工作

和生活。在开展患者的行为干预时，需要了解患者

的精神状态以及情绪护理人员需要改善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对于治疗和护理的行为状态，使患者了解在

康复期间应当如何配合治疗工作的开展，护理人员

需要指导患者每日选择一些简单的爱好来充实自己

的日常生活，可以选择散步或者打太极等运动训练，

帮助患者对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方式进行控

制，使患者的消极情绪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通过这

种护理模式能够使患者的情绪状态得到改善，保持

患者的情绪愉悦。要求患者下定决心戒烟戒酒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护理工作，护理人员可以要求患者以

承诺的形式来做下保障并明确戒烟戒酒的动机和愿

望，只有患者从思想上意识到了戒烟戒酒的必要性，

才算是进入了良好健康生活的第 1步。如果对于吸

烟或饮酒存在依赖性的患者或存在戒断症状的患

者，则需要在戒除烟酒期间进入医院寻求帮助，护

理人员可以协助患者渡过难关，而在戒酒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要与患者多多交谈[11]，分散患者戒酒后的

不适，并争取患者家庭成员的鼓励和支持，给予患

者相应的监督和协助，通过这种方式来使患者的生

活习惯得到有效的改善。在心脏病患者的发病初期

十分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在此期间护理人员

需要嘱咐患者注意保持休息，尤其是在患者入院后

的 24小时内，护理人员需要确保患者时刻保持卧床

的良好修养，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建立良好的病房

关系，并确保病房内的安静与清洁做好患者生命体

征的严密检测弱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并且未出现任

何的异常状况，则在一周后，患者家属可以辅助患

者进行床上的常规运动，患者在接受治疗三周以后

则可以辅助患者进行下床活动，如果患者在运动过

程中出现不适感，则应当立即停止并帮助患者保持

良好的卧床休养。

1.3 评价标准 采用我院自制表格对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进行调查，主要包括：满意、较为满意、

不满意三个等级，护理总满意率=（满意+较为满意）

/总例数×75%。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统计软件选择 SPSS
21.00 for windows，计量资料用χ±s表示，采用 t检
验，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完成后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差异明显，从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来看，实验组的各项数据均

优于对照组，提示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更好

（χ2=9.155，P＜0.05）。（χ2=9.155，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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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75 45 52 3 97（97.00）

对照组 75 40 43 17 83（83.00）

χ2值 9.155

P值 0.000

3 讨论

克罗恩病以中人群为主要的发病群体，这一疾

病的发生是在环境因素、基因因素和生活因素等多

方面综合作用下引发的一种病症，而在对患者进行

管理时研究人员发现给予患者有效的综合指导与健

康教育[5]，是保障患者康复的关键。研究人员发现

遵循医嘱用药以及学习克罗恩病疾病的相关知识，

对于提高患者的康复质量和提高患者血压控制来说

有积极的作用[6]。

智谋促进护理模式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型护

理模式[7]，这一护理模式将护理工作延伸至患者的

日常生活中，属于一种特殊的延续性护理。由于克

罗恩病疾病属于一种终身性疾病，患者长期受到疾

病的折磨[8]，患者很容易出现懈怠情绪，而健康教

育对于改善患者的依从性来说是极为关键的。智谋

促进护理干预与健康教育之日持能够使患者提高对

克罗恩病疾病的认知度[9]，改善患者日常生活中的

不良生活习惯，提高患者用药期间的用药依从性。

并且在开展智谋促进护理时，护理人员通过微信或

者 QQ 等形式与患者直接交流，能够提高患者与护

理人员的交流度，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和护患

关系，是护理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10]。

综上所述，克罗恩病患者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的护理工作一直是临床护理的一个难题，而为了使

患者的护理质量得到提升，护理人员建议给予患者

有效的智谋促进护理使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得到

有效的护理支持，对于控制患者的血压以及改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来说有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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