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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护理患者护理措施及临床效果

王艳丽

重庆大学附属黔江医院（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庆　409000

摘　要：目的 探究在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护理时开展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5 月本院功

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中选择 66 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33 例，治疗期间开展常规护理支持）和观察组（33

例，开展综合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各症状改善用时、心理状态以及胃肠功能改善情况。结果 对比两组腹胀、腹部

烧灼、恶心嗳气以及上腹部疼痛症状改善用时，观察组均短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心理状态，干预前两组无差异，

干预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胃肠功能，胃排空时间、胃动素水平以及胃泌素水平，干预

后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护理时开展综合护理干预，可以迅速缓解患者各方面症状，

降低患者心理压力，并提升胃肠功能，有助于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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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为当前临床最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患者会存在有上腹部疼痛、食欲不振、餐后腹胀等症状，在

病症长时间作用下，会促使患者机体营养状态受到影响，降

低患者生活质量。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致病机制较为复杂，与

患者日常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均存在有联系 [1-2]。在病症

持续作用下，会促使患者存在有较大心理压力，生活质量降

低。在对该部分患者治疗过程中为促使患者可以尽快进行恢

复，需及时采取有效护理干预，促使患者各方面症状尽快得

到改善 [3-4]。本次研究主要对综合性护理干预在功能性消化

不良患者护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5 月本院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

中选择 66 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33

例，治疗期间开展常规护理支持）和观察组（33 例，开展

综合性护理干预）。对照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6 例，年龄

在44—64岁间，均值为（52.12±1.27）。观察组中男性18例，

女性 15 例，年龄在 43—63 岁间，均值为（51.98±1.65）。

针对两组基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在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各方面护理工作都按照常

规模式进行开展，耐心为患者讲解在日常恢复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各方面问题。指导患者在恢复期间保持良好作息规律，

保障足够睡眠，并要求患者严格按照医生药物进行用药，保

持良好用药行为。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时则开展综合性

护理支持，干预措施如下：（1）心理干预。在病症长时间

影响下，患者出于对自身病症的担忧，容易存在有不同程度

负面心理，表现为紧张、焦虑等，护理人员则需要积极和患

者进行交流，指导患者将内心压力进行倾诉。护理人员对患

者进行鼓励与支持，告知患者只要配合医生开展各方面治

疗，自然可以迅速进行恢复。针对患者存在的关于病症等方

面的疑问，护理人员需要耐心为患者进行解答。并为患者分

享部分治愈病例信息，避免患者对自身病症过于担忧。（2）

病症知识讲解。在患者恢复期间，护理人员需综合评估患者

对自身病症的了解程度，按照患者容易理解的方式耐心为患

者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诱发因素以及临床对于该症的研究进

展等，促使患者对自身病症存在有较为清晰的认识。（3）

饮食护理。患者在恢复过程中，保持科学的饮食习惯对于促

进自身恢复存在有重要作用。日常饮食需要选择清淡、容易

消化食物，避免过早摄入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以免影

响到恢复。并适当增加对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协助患者

养成少食多餐的习惯，不得暴饮暴食。（4）运动指导。在

患者恢复过程中，护理人员需指导患者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运动方式以有氧运动为主，可以进行散步、慢跑等，每日活

动时间至少控制在1小时以上。适当运动可以起到促进代谢，

改善患者消化系统功能的目的，并有利于改善患者睡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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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运动过程中，需指导患者结合自身实际对运动量合理

进行调节，以不促使自身产生劳累感为佳。（5）睡眠指导。

在病症长时间影响下，患者容易存在有不同程度睡眠障碍，

表现为入睡困难或者夜间易醒。护理人员则需要为患者营造

舒适、安静的病房环境，并对病房内温度、湿度合理进行调

节，及时开窗通风，保障病房内空气质量。入睡前可以通过

听音乐、冥想或者按摩等方式促进睡眠。

1.3 观察指标

（1）时间指标对比。针对两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腹胀、

腹部烧灼、恶心嗳气以及上腹部疼痛症状改善用时进行统计。

（2）心理状态评估。按照 SDS、SAS量表对患者在恢复期间

心理状态进行评估。（3）胃肠功能对比。针对患者在干预后

胃排空时间、胃动素水平以及胃泌素水平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与两组有关数据都按照SPSS20.0进行处理，

均值 ± 标准差对计量数据表示，t 检测，百分数表示计数数

据，卡方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各症状改善用时对比

对比腹胀、腹部烧灼、恶心嗳气以及上腹部疼痛症状

改善用时，观察组均短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对比两组心理状态，干预前两组无差异，干预后观察

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各症状改善用时统计（ sx ± ）

组别 例数 腹胀改善用时（d） 腹部烧灼改善用时（d） 恶心嗳气改善用时（d） 腹部疼痛症状改善用时（d）

观察组 33 2.43±0.28 1.74±0.28 1.24±0.15 2.54±0.34

对照组 33 3.74±0.34 2.98±0.35 1.86±0.21 3.64±0.44

t - 7.054 10.052 13.124 12.12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3 61.52±2.78 41.25±2.78 62.35±2.45 38.45±2.15

对照组 33 61.57±2.69 53.05±2.42 63.05±2.61 49.38±1.97

t - 1.785 12.042 1.072 11.427

P - 0.579 0.001 0.714 0.001

2.3 两组胃肠功能改善情况对比

对比两组胃肠功能，胃排空时间、胃动素水平以及胃

泌素水平，干预后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详见下表 3。

表 3 两组胃肠功能改善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胃排空时间（min） 胃动素水平
（ng/L）

胃泌素水平
（ng/L）

观察组 33 32.45±5.15 265.56±11.05 128.46±9.45

对照组 33 38.69±4.11 243.05±9.14 98.68±8.14

t - 8.105 11.414 9.041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结合当前临床接诊情况可知，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发生率存在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存

在有年轻化的特点。病症对患者健康以及日常生活所造成的

负面影响较大。在临床各方面用药方案持续完善的基础上，

当前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治疗效果已经在绝大程度

上得到提升。但未促使患者可以迅速进行恢复，在完善用药

方案的基础上，更应当做好对应护理工作。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综合性护理干预进行运用，结

合患者具体情况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提供更加全面的护理

支持，对于改善患者各方面症状，促进患者恢复等均存在有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心理干预的作用下，可以引导患者将心

理压力进行倾诉，在恢复过程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5-6]。

并开展饮食层面指导、病症认知、睡眠指导等，对于改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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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方面症状，帮助患者恢复等均存在有重要作用。结合观

察可见，在综合性护理干预的作用下，可以促使患者腹胀、

腹部烧灼、恶心嗳气以及上腹部疼痛症状改善用时缩短，并

改善患者负面情绪，帮助患者胃肠道功能进行恢复。

综合本次研究，临床在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护理时

可以将综合性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帮助患者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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