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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慢性胃炎的护理探究

朱志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研究健康教育对慢性胃炎的护理效果。方法：将我院在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12月期间接受的 60例慢性胃炎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30例，对照组对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方案，而研究组对

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经对比后，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对比结果存在统计学

研究意义（P<0.05）。结论：对慢性胃炎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护理方案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患者康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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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主要是指由多种病因引起胃粘膜慢性炎症病变导

致的疾病，是临床上常见且多发的疾病类型[1]。患者发病后若得

不到及时医治会严重降低其生活质量，甚至对生命健康产生极大

威胁。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对慢性胃癌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教

育可以帮助患者加快康复速度[2]。本文主要是对 60例慢性胃炎患

者进行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护理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现具体报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60例慢性胃炎患者的临床资料，采取随机数表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30例）与对照组（30例），选取时间均

在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12月期间。研究组中，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2例；年龄在 25-6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5.15
±1.36）岁。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15例，女性患者 15例；年龄

在 24-7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5.64±1.41）岁。对比两组患者

的性别及年龄等一般资料，组间数据差异不明显，对比结果不存

在统计学研究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对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健康教

育方案，具体实施内容如下：

1.2.1 健康知识宣讲

由于慢性胃炎具有病程时间长、治疗周期长以及反复发作的

特点，患者及其家属容易因疾病产生较大心理压力，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疾病康复。护理人员需要时刻与患者及家属保持沟通，

积极为其普及疾病相关知识，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定期组织

健康教育宣讲，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主要宣讲内容包括疾病

发作的原因、注意事项、危害以及预防等知识。

1.2.2 心理健康教育

患者在发病过程中容易出现腹痛、腹胀、贫血以及反酸等症

状，导致其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不仅对患者康复

产生一定阻碍，而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治疗难度。因此，护理人

员需要时刻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情况，发现患者存在不良情绪时

需及时提供疏导，引导患者说出心理实际需求，方便护理人员实

施针对性护理措施。叮嘱患者家属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发现患

者情绪异常时需立即告知主治医生或相应护理人员。除此之外，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采

取听音乐、讲故事、看视频等方式，帮助患者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面对疾病，提高患者依从性。

1.2.3 饮食护理干预

饮食上注意保持酸碱平衡。当患者胃酸分泌过多时，护理人

员需要引导患者多喝牛奶、馒头、豆浆以及面包等食物来中和胃

酸；当患者胃酸分泌比较少时，可以引导患者喝浓缩后的肉汤、

鸡汤，多吃带有酸味的水果，进而对患者胃液分泌起到一定刺激

作用，促进患者肠胃的消化及吸收能力。除此之外，护理人员需

要引导患者避免食用含有较多纤维（豆类、豆制品以及芹菜等）

的食物。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状况，主要评估内容包括：身

体状况、养胃知识、自我管理、并发症预防、心理健康。总分设

置为 100分，每项总分为 20分，分数与患者生活质量成正比，

即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对患者的相关数据做分析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并以均数±标准

差（ X ±S）表示，当 P<0.05时，表示统计学研究结果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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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低

于研究组，统计学研究结果存在对比分析意义（P<0.05）。见表

一：

表一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组

别

例

数

身体状

况

养胃知

识

自我管

理

并发症

预防

心理健

康

研

究

组

30
10.23
±2.12

15.36±
3.21

14.52±
3.45

16.34±
2.89

15.69±
3.14

对

照

组

30
8.11±
1.36

11.25±
2.24

11.22±
2.63

12.14±
1.74

12.13±
2.52

T - 4.6101 5.5710 5.4290 6.8193 4.8430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结论

慢性胃炎是指因不同病因引起的各种慢性胃黏膜炎性病变，

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其发病率在各种胃病中居首位[3]。相关研究

结果表明慢性胃炎，特别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的提高与年龄

增加有着密切关系，其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存在较大相关性。据

统计，人群中慢性胃炎患病率约为 50%。相关研究根据疾病发病

部位、形态学以及病因等将其分为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以

及特殊类型胃炎等。疾病发作的原因包括生物因素（幽门螺旋杆

菌感染）、免疫因素、物理因素（常饮浓茶、烈酒等）、化学因素

以及其他等。主要临床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消瘦、食欲减退、饱

胀、腹泻以及贫血等[4]。患者发病后需要及时进行就医，临床需

要根据患者的发病原因对其实施针对性治疗，患者治疗后若得不

到有效的护理干预很容易出现消化性溃疡、恶性贫血以及萎缩性

胃炎等并发症，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康复速度[5]。

健康教育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以及系统性的教育活动，引导

患者自觉的采纳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帮助患者有

效消除影响其健康发展的有害因素，对疾病的预防及康复具有积

极意义[6]。护理人员将健康教育护理方案引入慢性胃炎患者的护

理中，通过健康知识宣讲、心理护理干预以及饮食干预三方面对

患者实施干预，积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疾病知识宣传，加强

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提高自我管理意识，帮助患者缓解不良

情绪，为其提供健康的饮食指导，进而帮助患者实现健康的生活

方式。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后患者生活

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健康教育方案具有显著效果，可以有

效提高慢性胃炎患者的恢复速度，对减少并发症发作率、提高自

我健康管理意识具有促进作用，临床价值较高，值得各院积极推

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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