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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路径急性胰腺炎（轻型）患者中的应用 
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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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健康教育路径在轻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2021 年入院的 80 例急性胰腺炎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比组，每组各 40 例患者，对比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模式，实验组
患者在其基础上加入健康教育路径，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采集。结果：
采取健康教育路径干预后实验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明显高于对比组，实验组患者采取健康教育路径后护理满意度为 95.00%，
明显高于对比组的 75.00%，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急性胰腺炎患者采取健康教育路径能够加强患者对健
康知识的掌握，让患者对疾病知识有全面的了解，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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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通常由胆道疾病引起，而胆道疾病的成因与

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变化有关，近年来急性胰腺炎患
者的数量正在不断提升，患者在发病后会因为消耗较多的机
体能量，影响到多个器官的系统功能，最终导致体内环境的
紊乱。当前临床上主要采取营养支持的治疗手段，并对患者
进行用药护理、心理干预、病情监测等临床护理手段，患者
病情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但是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
相对较少，导致患者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得不到改善，会
导致疾病复发风险的提高

[1-2]
。因此当前临床上通常对患者采

取健康教育，循序渐进为患者传授疾病知识，提高患者自我
管理意识，能够降低因为不良习惯导致的疾病复发风险

[3]
。

本研究选取我院 2020 年～2021 年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进
行研究，分析健康护理路径对提升患者疾病知识储备和自我
管理能力的作用，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20 年～2021 年入院的急性胰腺炎患

者 80 例，采用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比组，每组
各 40 名患者，实验组包括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21 例，
年龄为 27～51 岁，平均年龄（41.21±3.24）岁，对比组包
括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为 26～52 岁，平均
年龄（42.16±3.29）岁，对两组患者一般数据资料进行对比，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比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手段，为患者介绍主要护理人员

和主治医生，并带患者了解医院环境，为患者科普基本的疾病
治疗流程和护理方式，通过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缓解患者的
负面情绪，并指导患者规范用药，提醒患者相关注意事项。 

实验组患者在其基础上加入健康教育路径，具体手段如
下：（1）制定健康教育计划：在患者入院当前护理人员需要
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价，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计划，除了为患者介绍基本的疾病知识外，需要向其普
及相关管理制度以及防火防盗规章制度，护理人员根据患者
情况制定健康教育路径计划表。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腹痛情
况对其济宁安抚，在患者入院的 1～3 天内提醒患者禁食禁
水，并告知其目的和作用等信息。（2）计划表内容实施：护
理人员根据健康教育路径计划表逐项进行护理，并对已经完
成的事项进行记录，通过播放影像资料、发放手册和开展座
谈会等手段为患者普及疾病知识。采用问卷或沟通形式了解
患者和家属意见，对计划表内容进行更改和完善。 

1.3 观察指标 
采用自制量表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

价，量表包括患者作息行为、定期保健、饮食控制几个方面，
满分为 100 分，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与分数成正比，对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进行采集，将其分为十分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
个级别，总满意为十分满意与满意人数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录入统计学软件 SPSS21.0 进行处理，采用（ sx  ）
表示计量资料，并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利用%表示，进行
x²检验，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采取健康教育路径干预后实验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明显

高于对比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对比 

组别 例数 作息行为 定期保健 饮食控制 

实验组 40 81.23±1.96 81.87±2.16 80.61±2.34 

对比组 40 70.56±1.79 70.04±2.23 70.73±2.16 

t  27.2637 25.8439 21.0422 

P  0.0000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患者采取健康教育路径后护理满意度为 95.00%，

明显高于对比组的 75.00%，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实验组 40 20（50.00） 18（45.00） 2（5.00） 38（95.00）

对比组 40 14（35.00） 16（40.00） 10（25.00） 30（75.00）

x²  6.2745 

P  0.0122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患者的症状通常表现出恶心呕吐、腹痛腹胀

的症状，在采取治疗后需要进行临床护理，虽然能够暂时缓
解患者病情，但是由于患者缺少自我管理意识，在出院后不
能对饮食习惯进行调整，极易出现疾病复发的问题

[4]
。健康

教育路径是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的普及，让患者充分了解急
性胰腺炎的病因和治疗手段等，并提醒患者出院后注意事项，
帮助患者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降低疾病复发率

[5]
。本研究

中实验组患者在采取健康教育路径后,自我管理能力和护理
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护理中采用健康教
育路径能够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提高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卢丽妍,郑义春.急性胰腺炎患者实施临床路径健康教育
的干预效果[J].中外医疗,2021,40(9):164-166,170. 
[2]郗光平.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胰腺炎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
用[J].医药前沿,2020,10(24):190. 
[3]王海晔,赵利群,王玉平,等.阶梯式临床路径健康教育在
急 性 胰 腺 炎 患 者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J]. 西 部 中 医
药,2020,33(2):126-129. 
[4]刘娜,林红峡.临床路径式的健康教育对急性胰腺炎患者
的临床作用[J].中国保健营养,2019,29(34):101. 
[5]刘春雨,李春花.临床路径式的健康教育对急性胰腺炎患
者的临床作用[J].河北医药,2019,41(6):956-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