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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饮食护理对胃溃疡患者饮食保健知识的影响。方法：将我院收治的 86 例胃溃疡患者纳入研究，通过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3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饮食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

察组在采用饮食护理后，其症状积分、饮食保健知识评分、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结论：

饮食护理可有效改善胃溃疡患者相关症状，并提升其饮食保健知识认知程度，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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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们在工作、学习

和个人生活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常常导致饮食习

惯不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引发胃溃疡。因此，实施

有效的饮食护理至关重要 [1]。然而，目前的护理实践缺少

对患者个体需求有针对性的饮食护理方法。为了改善这种

情况，应根据每位患者独特特点制定具体可行的饮食护理

方案。基于此，本文研究了饮食护理对胃溃疡患者饮食保

健知识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将我院收治的 86 例胃溃疡患者纳入研究，通过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3 例。观察组：男 23 例，

女 20 例，年龄 25-55 岁，平均（47.33±6.51）岁；对照组：

男 26 例，女 17 例，年龄 26-56 岁，平均（48.1±5.80）岁。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常规饮食宣教、发放健康

饮食手册、用药指导等。观察组采用饮食护理，主要包括

以下措施：

1.2.1 建立饮食护理小组

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根据明确的任务分工进

行协作。对患者进行全面调查，记录患者的饮食习惯、喜

好和禁忌。接着，小组会对患者的饮食结构进行详尽分析，

以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并仔细记录以备将来参考之用。

1.2.2 强化饮食健康教育

为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解释个性化营养饮食的具体内容，

提供指导以选择适宜的食物、限制饮食并注意事项。强调

每日三餐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并通过避免混用餐具来保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建议患者戒烟、戒酒，避免摄入生冷食

物以及辛辣或油炸菜肴。同时，不建议过度进食，并推荐

晚餐控制合理份量。此外，在两顿正餐之间不建议吃零食，

以更好地遵循治疗计划。为了增加患者对于营养指南的理

解和依从性，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如口头讲解、PPT 或 DVD

等多媒体工具，使与健康相关的基本营养知识更易于直观

理解。

1.2.3 分阶段饮食护理

（1）活动期

选择富含营养、温和、易消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

例如肉汤、蛋汤和米粥。确保饮食中肉类和蔬菜的平衡搭配，

并避免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限制咖啡、浓茶以及类似饮

料的摄入量。适度减少牛奶和鱼汤的摄入，并控制蔬菜与

高纤维食物的摄入。

（2）愈合期

建议逐渐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至正常饮食，同时推荐搭

配一些碱性食物，例如馒头和粥，并增加摄入富含锌的食物，

如苹果、瘦肉、鱼和虾。

（3）恢复期

建议患者保持有规律的饮食习惯，并增加摄入富含维

生素、纤维素和锌等营养物质的食物。此外，定期调整饮

食菜单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不同食物的特点，进一步

提升他们对营养方面知识的理解。

（4）治愈初期

建议增加摄入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如香蕉、葡萄和

猕猴桃等，有助于降低慢性胃溃疡复发的可能性。

1.2.4 强化延续护理

确保患者出院后的饮食结构得到及时支持和建议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咨询、门诊访问、家访以及

利用微信等平台来监督和指导他们的饮食情况，同时也需

要在医疗机构外对患者的饮食护理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

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强患者对营养相关知识的理解，并及

时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们培养有效管理饮食

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制胃溃疡症状评估问卷，对两组反酸、嗳气、

酸胀、腹痛等症状进行评估，每项均为 0-3 分，分数越低，

症状越轻；采用我院自制饮食保健知识调查量表对两组饮

食原则、饮食健康知识、戒烟戒酒、饮食注意事项、饮食

方法等进行评估，每项均为 20 分，分数越高，饮食保健知

识掌握程度越高；采用我院自制调查问卷对两组护理满意

度进行评估，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使 用 SPSS22.0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使 用

“ sx ±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 检验；使用
“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x2 检验。P ＜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2. 结果

2.1 两组症状积分对比

观察组反酸为（0.54±0.06）分、嗳气为（0.5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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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酸胀为（0.83±0.03）分、腹痛为（0.78±0.04）分；

对照组反酸为（0.99±0.07）分、嗳气为（0.84±0.52）分、

酸胀为（1.07±0.08）分、腹痛为（1.15±0.63）分。观察

组症状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t=32.006，

P=0.001；t=3.499，P=0.001；t=18.429，P=0.001；t=3.844，

P=0.001）。

2.2 两组饮食保健知识评对比

观察组饮食保健知识评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

显（P ＜ 0.05）。如表 2：

表 2 两组饮食保健知识评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饮食原则 饮食健康知识 戒烟戒酒 饮食注意事项 饮食方法

观察组 43 19.23±0.35 19.43±0.23 18.63±1.63 18.56±0.67 18.77±0.43
对照组 43 14.05±2.92 13.63±2.11 16.53±1.91 14.15±2.75 13.30±3.13

t - 11.550 17.919 5.484 10.217 11.35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非常满意 12 例、满意 17 例、一般满意 8 例、

不满意 6 例，满意度为 37（86.05%）；对照组非常满意 9

例、满意 14 例、一般满意 6 例、不满意 14 例，满意度为

29（67.44%）。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

对比明显（x2=4.179，P=0.041）。

3. 讨论3. 讨论

随着个人饮食喜好的改变和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临床上胃溃疡患病率稳定增加。导致胃溃疡患者胃黏膜受

损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过度分泌胃酸和不规律的饮食模

式 [2]。因此，在有效药物干预之外，结合针对每位患者具

体情况制定适当的饮食护理至关重要。这种方法旨在管理

胃溃疡疾病进展、减轻消化系统压力、提高治疗效果，并

最终改善患者预后。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症状积分、饮食保健知识评

分、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

提示饮食护理对改善胃溃疡患者症状、提高饮食保健知识

知晓度及护理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饮食护理的

有效性在于预防患者在治疗期间由于不当饮食而引起的身

体不稳定，增强患者对自身病情的认识，并帮助他们主动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这包括关注饮食内容，明智地选择

食物，以减少胃酸分泌所导致的刺激。因此，它有助于加

速胃溃疡愈合过程，并显著改善患者的症状 [3]。具体实施

护理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建立专门负责饮食护理工作

的团队，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并确保遵守相关饮食建议；

评估他们对与饮食能够促进健康相关知识掌握程度；采取

具体措施如推广良好的膳食能力、提供适当营养教育，并

根据个人需求进行阶段性干预等 [4]。这些努力最大限度地

提高了患者对与健康相关知识方面认知水平和意识 , 同时

也尽可能降低了任何可能妨碍治疗效果产生之危险因素。

因此 , 这些举措能够提高治愈率 , 缓解不适感并减轻其它副

作用。最后 , 随访干预重点是监测患者是否按指南执行计

划从而及时调整治疗计划和护理策略。这将有助于稳定患

者状态并降低复发机会 [5]。

综上所述，饮食护理可有效改善胃溃疡患者相关症状，

并提升其饮食保健知识认知程度，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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