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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及针对性护理对内分泌失调伴肥胖症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

孙　娴

苏州市立医院康复院区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1

摘　要：目的：针对全面及针对性护理服务用于内分泌失调并有肥胖症者中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方法：2020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本院收治内分泌失调合并肥胖症患者为样本对象，样本总数为 80 人，将 80 名患者进行对照组与观察组的

划分，对照组选择常规护理，观察组选择全面与针对性护理干预，两组患者需接受临床护理效果、护理服务满意度、护理

依从性、患者 BMI 评分与微电流脂肪阻力进行分析。结果：两组护理效果比较分析，观察组的护理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临床护理总满意度与对照组相比更高，P<0.05；观察组的护理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实施数据

调查，BMI 指数更低且微电流脂肪阻力更低的一组是观察组，P<0.05。结论：全面与针对性护理在内分泌失调合并肥胖症

患者护理中，对临床护理疗效有所保障，进一步提升了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患者护理依从性也得到了提升，对患者

BMI 水平与微电流脂肪阻力控制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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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属于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对患者生活带来负面

干扰。内分泌丧失平衡为引发肥胖的关键性因素。临床治疗

无法实现根治疾病的需要。本研究选取 2020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院内接受内分泌失调合并肥胖症患者作为样本对

象，分析全面性和针对性护理干预效果进行分析，研究总结

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2020 年 3 月 -2023 年 12 月，共收治 80 例内分泌失调

与肥胖症患者作为样本对象，80 例患者被划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对照组男 22 人、女 18 人，岁数 14 岁 --25 岁，

均数（19.50±2.45）岁；观察组 21 人为男、19 人为女，岁

数 14 岁 --24 岁，均数（19.04±2.49）岁。数据调查，差

距不大，P>0.05。

收入指标：（1）符合疾病判断指标；（2）病例资料

比较齐全；（3）愿意参与研究。

剔除指标：合并其他病症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予以用药方面的指导，

密切关注病症等。 

观察组：实施全面性与针对性护理干预。（1）实施个

性化健康宣教。在患者护理期间，需要结合患者一般资料，

积极展开健康宣教。健康宣教期间，需要结合患者需要，为

其针对性的进行健康宣教，包括发放健康宣教手册、线下交

流或健康宣教讲座等。让患者介绍疾病治疗方案，增强患者

对病症的了解与知识。同时，需要为患者提供科学运动以及

饮食病症的治疗，提升患者对临床护理依从性与配合性的了

解。（2）用药护理。患者用药前，护理人员需要积极展开

患者药物知识宣教，让患者认识到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切

勿擅自调整药物的应用剂量。（3）生活护理。护理干预期

间，护理人员需要利用多媒体的方案，保证患者合理饮食。

予以心理疏通，进而改善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实现肥胖问题

的有效控制。（4）心理护理。在外貌以及体型等不断变化下，

会产生心理压力，在这些心理压力作用下，患者会面临强烈

不良情绪。在此过程中，护理人员会构建与患者的和谐关系，

进而找出心理疾病产生的原因，帮助患者减轻不良情绪，让

患者以良好心理状态进行配合。此外，护理人员需要深入患

者的喜好，鼓励患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能够转移

患者注意力，对患者良好心态保证有所促进。（5）行为护理。

患者个人行为习惯会对病症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需要帮助

患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良好习惯对患者自我管理水平提

升有所促进，进而能够改善患者不良行为习惯。

1.3 评价和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接受临床护理效果、护理满意度、护理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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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 BMI 评分和微电流脂肪阻力的调查。

1.4 统计学处置

依据 SPSS22.0 开展项目研究，有效数据等予以（n，%）

描述，实施 χ²分析，BMI 数据等予以 `x±s 描述，实施 t 分析，

P ＜ 0.05，数据差距大。

2 结果

2.1 有效数据

观察组在有效数据方面比较好一些，P<0.05。

表 1 有效数据 [n（%）]

组名 例数 十分有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3（7.50%） 31（77.50%） 6（15.00%） 34（85.00%）

观察组 40 6（15.00%） 34（85.00%） 0（0.00%） 40（100.00%）

χ2 6.487

P 值 0.011

2.2 护理满意度分析

观察组临床护理总满意度与对照组相比更高，P<0.05。

表 2 护理满意度评价 [n（%）]

组名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4（10.00%） 31（77.50%） 5（12.50%） 35（87.50%）

观察组 40 5（12.50%） 35（87.50%） 0（0.00%） 40（100.00%）

χ2 5.333

P 值 0.021

2.3 护理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在依从数据方面比较好一些，P<0.05。

表 3 依从数据 [n（%）]

组名 例数 十分有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5（12.50%） 31（77.50%） 4（10.00%） 36（90.00%）

观察组 40 7（17.50%） 33（82.50%） 0（0.00%） 40（100.00%）

χ2 4.211

P 值 0.040

2.4 BMI 评分与微电流脂肪阻力比较

观察组相关数据比较低，P<0.05。

表 4 BMI、微电流脂肪阻力数据（`x±s）

组别 例数 BMI（kg/ ㎡） 微电流脂肪阻力（kΩ）
对照组 40 29.98±2.45 3.59±0.84
观察组 40 24.53±1.98 2.04±1.31

t 值 10.942 6.299
P 值 0.000 0.000

3 讨论

现阶段，肥胖已经成为对人类健康威胁较为严重的病

症，在快节奏生活习惯影响下，肥胖患者数量有所增加 [1]。

该疾病的诱发因素较多，包括内分泌失调以及不良生活习

惯、饮食习惯等，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与神经系统对人体生理

功能调节与改善有所促进，对代谢功能和生理功能改善有重

要的促进 [2]。临床治疗期间，单一疗法无法保证肥胖问题的

改善，临床中常见的治疗药物包括利拉鲁肽与司美格鲁肽，

治疗方式为注射治疗，注射后能够有效帮助患者减轻体重，

成为现阶段临床中常见的治疗方案，但是治疗后患者多伴随

不良临床反应。因此需要在治疗基础上，为患者提供全面与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全面化与针对性护理干预，在借助个性

化健康教育、用药护理、生活护理等方式，促进患者认知情

况获得一定程度改善改善 [3]。予以健康习惯的构建，进而帮

助患者改善不良情绪对其造成的影响 [4]。护理期间为患者提

供个性化的护理干预，保证患者护理期间能够有效配合，进

而改善肥胖给患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5-8]。

评价临床护理效果，观察组在有效数据方面比较好一些，

P<0.05；观察组在满意数据方面比较好一些，P<0.05；针对

两组临床依从率对比，总依从率更高的是观察组，P<0.05；

观察组的 BMI 评分与微电流脂肪阻力评分更低，P<0.05。

总之，实施全面性以及针对性护理服务策略之后，对

护理总有效率与满意度提升有所促进，能够保障临床护理依

从性，进而改善 BMI 水平与微电流脂肪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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