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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模式在胃溃疡患者护理之中

的有效性研究

王想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研究细节护理模式在胃溃疡患者护理之中的有效性。方法：选取我院 2019年 2月至 2019年 7月进行治疗的患者

（胃溃疡）52例作为观察对象，利用随机分配法为患者实施小组分配，共分两个小组，将两小组分别命名为观察组（26例）、对照组

（26例），利用细节护理模式干预措施为观察组组员实施护理，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利用症状结束时间判断护理效果，并对比两组

组员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反酸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灼烧感消失时间相比对照组，统计学数据有意义且观察组具有

优势（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对照组，优势更加明显（P<0.05）。结论：在胃溃疡患者护理中实施细节护理模式，能够

有效降低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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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溃疡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溃疡容易出现反

复的情况，患者症状表现为呕吐、恶心以及出血等，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及身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为提升治疗效果，在临床治疗

过程中需要结合细节护理模式，纠正患者的不良饮食习惯，避免

疾病反复[1]。选取我院 2019年 2月至 2019年 7月进行治疗的患

者（胃溃疡）52例作为观察对象组员，研究细节护理模式在胃溃

疡患者护理中的有效性，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取本医院收治的胃溃疡患者 52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时

间 2019年 2月至 2019年 7月，纳入标准：与医护人员可以实

现正常交流，患者具备完善的语言功能，没有出现功能障碍；入

组患者对于本次调查持有同意态度、患者家属对于研究完全知晓，

并对于知情同意书进行签订。排除标准：患者出现精神障碍无法

配合研究；利用随机分配法为患者实施小组分配，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 26人及对照组 26人。观察组：男患者 14例，女患者 12
例，组间年龄数据（44.18±3.72）岁，对照组：男患者 15例，

女患者 11例，组间年龄数据（44.23±3.67）岁；本次研究受伦

理委员会认可并实施批准，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经

过分析，指标信息具有相近性，差异统计学意义不存在（P＞0.05），
能够实施比较研究。

1.2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细节护理模式干预：（1）建立护理小组：首先建立细节护理小组，

由专业医师对护理人员进行指导及培训，士气提升专业技能以及

责任意识；（2）健康宣教：患者入院后，为患者实施系统化的健

康宣教，为患者提升疾病知识认知，使患者能够充分了解疾病知

识，并纠正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3）制定工作制度：结合本科

室的具体情况，为护理人员建立工作制度，将交接工作合理安排，

同时将日常护理工作进行完善，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实施心

理护理，使患者能够感受到护理人员的亲切感，减少紧张感；（4）
环境护理：室内温度及湿度适宜，与患者进行协调，为其布置舒

适的室内环境，提升护理人员的舒适度。（5）饮食指导：使患者

充分了解饮食禁忌以及督促患者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早餐可以

多食用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午餐食用容易吸收以及易消化的食物，

不要进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免加重疾病，饮食中应以流食为主，

不要过饱进食，保持每餐 7分饱为佳。

1.3观察指标

观察症状结束时间（反酸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灼烧感

消失时间）、患者满意度判断护理效果、两组组员不良反应（撤

机失败、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腹部胀痛、皮下血肿）发生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细节护理模式在胃溃疡患者护理之中的有效性研究调

查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进行处理分析，采用（ sx  ）

表示症状结束时间（反酸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灼烧感消失

时间），使用 t检验数据，不良反应（撤机失败、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腹部胀痛、皮下血肿）发生情况，护理满意度结果行卡方检

验，用（n%）进行表示，P＞0.05：研究数据属于无意义数据，P
＜0.05：研究数据属于有意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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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结果研究数据-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不良反应（撤机失败、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腹部胀痛、

皮下血肿）发生率相比对照组发现，观察组数据结果优势更加显

著（P＜0.05），实验数据统计学意义显著，比较数据详情见表 1。

表 1：观察组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撤机失

败

呼吸机

相关性

肺炎

腹部胀

痛

皮下血

肿
发生率

观察组

（n=26）
2（7.69） 0（0） 0（0） 0（0） 2（7.69）

对照组

（n=26）
4

（15.38）
2（7.69） 2（7.69） 2（7.69） 10

（38.46）
X2 - - - - 6.9333
P - - - - 0.0084

2.2结果研究数据-两组患者症状结束时间比较

观察组症状结束时间（反酸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灼烧

感消失时间）相比对照组，统计学数据有意义且观察组具有优势

（P<0.05），实验数据统计学意义显著，数据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症状结束时间比较（ X ±S)

组

别

例数

（n）
反酸消失时

间（h）
腹痛消失时

间（h）
灼烧感消失时

间（h）

对

照

组

26 3.02±1.48 5.67±1.04 2.01±0.82

观

察

组

26 2.15±1.54 2.06±1.39 1.42±0.34

t 2.0769 10.6033 3.3890

P 0.0430 0.0000 0.0014

3.讨论

慢性胃溃疡在临床中发病率较高，其发病原因相对复杂，一

般是由于十二指肠、胃壁收到胃酸消化导致出现溃疡，胃溃疡为

发病率较高的常见消化系统疾病，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

生活习惯发生变化，胃溃疡患者呈逐年上升趋势[2]。胃溃疡早期

患者会出现腹部不适，由于患者没有重视导致病情加重，引发胃

出血、胃穿孔等常见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对

于胃溃疡患者，除了要实施有效的治疗方案之外，还需要对患者

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使患者能够改正不良生活习惯。细节护理

模式能够对于护理过程中的细节进行改善，从根本上杜绝患者治

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避免患者产生抑郁以及焦虑等情绪，有效

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调节患者的饮食结构，使患者能够保持良

好的饮食习惯，积极面对治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属于规范、

有效的护理模式，应用细节护理更有利于患者的疾病恢复[3-4]。

本文研究显示，观察组症状消失时间（反酸消失时间、腹痛

消失时间、灼烧感消失时间）相比对照组，统计学数据有意义且

观察组具有优势（P<0.05），观察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观察组

不良反应（撤机失败、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腹部胀痛、皮下血肿）

发生率少于对照组，优势更加显著（P<0.05）。

综述，在胃溃疡患者护理之中应用细节护理模式，能够有效

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患者的护理有

效性，使患者积极面对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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