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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 

循证护理干预对慢性胃炎患者护理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魏晓晓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江西南昌  330006） 

【摘  要】目的：探讨循证护理干预对慢性胃炎患者护理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2021年1月-12月我院慢性胃炎患者80
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予以
循证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质量、生活质量。结果：护理后，研究组尊重患者诉求、心理干预、健康宣教、护理时段
连贯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研究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各项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P＜0.05）。结论：循证护理干预对慢性胃炎患者具有积极意义，提升患者护理质量以及生活质量，利于病症进一
步好转，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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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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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ursing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 Methods：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gave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study group gave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f care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After nursing，the research group respected patients' demand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health education，and coherent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the research group's scores in physical，psychological，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ield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life，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disease，an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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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是临床上常见的胃部疾病，临床表现为胃痛、

胃酸、胃胀、恶心呕吐等，此病通过胃镜或者病理检查可去
确诊。有相关研究指出，该病与患者生活习惯、不良饮食、
负面情绪等有关，且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影响正常生活及身
心健康[1-2]。因此，在临床上予以一种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是
至关重要的。本研究选择 2021 年 1 月-12 月我院慢性胃炎
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循证护理干预对慢性胃炎患者
护理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1 月-12 月我院慢性胃炎患者 80 例为研究

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研究组，每
组各 40 例。对照组男 29 例，女 11 例，年龄（29-80）岁，
平均年龄（54.58±5.38）岁。研究组男 27 例，女 13 例，年
龄（30-80）岁，平均年龄（55.05±5.25）岁。两组基线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
准：（1）患者经过检查符合慢性胃炎相关临床表现；（2）患
者思绪正常、配合度高；（3）患者临床资料完善者；（4）纳
入之前未接受过任何护理。排除标准：（1）合并重要组织器
官异常者；（2）合并免疫功能异常、其他慢性疾病等；（3）
存在认知、行为及语言等功能异常者；（4）恶性肿瘤；（5）
存在其他胃部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密切监测患者病情，

嘱咐患者按时服药，进行常规宣教。 
研究组：循证护理干预。（1）建立循证护理小组：组内

成员由科室护士长、主管护师、护理人员，其中护士作为组
长，对组内进行培训及考核，内容如慢性胃炎有关健康知识
点，循证护理技巧、认知等。（2）明确循证问题：小组成员

分工协助，上网查阅循证支持 新进展以及依据，同时提出
疑问，小组成员定期学习健康教育手册以明确护理内容及方
法，分析及总结既往临床上治疗慢性胃炎出现的问题，查阅
和检索参考文献：，制定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护理人员通
数据库，比如维普、万方等，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3）方
案实施：1.心理疏导：受到疾病影响，患者会不自觉出现负
面情绪。因此，护理人员应主动与其交流沟通，引导患者述
说内心真实想法，适当进行调节与疏导，鼓励患者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面对疾病，此外，尽 大可能满足患者需求。2.
饮食护理：结合患者饮食爱好、病情为患者量身定制一份营
养均衡的膳食表，以高蛋白、高维生素、清淡、易消化的食
物为主，同时嘱咐其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3.用药指导：护
理人员详细向患者讲解每种药物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在
患者每次服药后，观察有无不良反应，若是出现及时处理，
确保用药安全。4.宣教指导：护理人员采取多元化模式对患
者展开慢性胃炎有关知识宣教指导，宣教结束后给患者发放
健康知识手册，嘱咐患者在空闲时间翻阅，定期组织患者参
加健康知识讲座，提高认知度及自护能力。5.并发症护理：
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后的各项情况，有无眩晕，血压
异常等表现，若是出现及时告知医生，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
施；若患者表现为压痛、反跳痛同时伴随有肝浊音消失、腹
肌紧张，应考虑是否为穿孔，必须及时安排患者接受检查，
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护理质量比较。包括尊重患者诉求、心理干

预、健康宣教、护理时段连贯。评分为百分制，评分越高说
明患者护理质量越显著。 

（2）两组生活质量比较。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采取 Spe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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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评估以及对比，评分细则包括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
会领域、环境领域。共 26 个条目按 1～5 级评分，分数越高
说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 n

（%）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 sx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护理后，研究组尊重患者诉求、心理干预、健康宣教、

护理时段连贯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尊重患者诉求 心理干预 健康宣教 护理时段连贯 

研究组 40 88.87±0.48 90.37±0.55 89.46±0.65 90.21±0.42 
对照组 40 72.49±0.94 76.36±0.94 78.84±0.48 80.65±0.34 

t 98.153 81.359 83.125 111.891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领域 环境领域 

研究组 40 13.04±1.01 12.76±1.33 13.27±1.34 14.76±1.01 
对照组 40 8.28±1.09 9.01±1.06 9.87±1.25 9.76±1.07 

t 20.259 13.945 11.734 21.492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后，研究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

领域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3.讨论 

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不断改变，近年来患上慢性胃炎的
人数逐渐增多。该病是常见的消化科疾病，是由各种病菌对
胃粘膜造成的刺激以及持续性损伤、 终可造成局部或者全
部病变[3-4]。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可改善此病，但是仅仅采取
单纯的治疗是无法彻底治愈，同时需要辅以一种积极有效的
循证护理来保障 佳护理效果，改善生活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5-6]。 

本研究显示，护理后，研究组尊重患者诉求、心理干预、
健康宣教、护理时段连贯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在本次研究可以看出采取循证护理可提高护理质量，分析原
因，现如今循证护理被广泛应用在临床上，且取得良好的应
用效果，该护理模式倡导护理人员展开研究，自主学习并通

过现有资源，为已存在或已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
提高自身护理水平和操作技巧，保障整体护理水平[7-8]。 

护理后，研究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
领域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通过本次研究可知
采取循证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该护理模式是一种
具有现代化特点，结合临床护理经验、科研结果及患者意愿
的优质护理措施。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利
于缓解不良情绪，可促进两者之间友好相处，协助建立积极
向上的抗病心态，同时结合饮食干预，可纠正错误饮食习惯，
维持体内营养均衡，增加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防御外界不
利因素侵入；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规律服药，不仅利于病情早
日好转，还能提高服药依从性，对患者展开宣教指导，利于
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观念，纠正错误认知[9-10]。此外，该护
理模式可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促使护理服务更加贴近
护理需求，从而利于患者病症能够在短时间内好转。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干预对慢性胃炎患者具有积极意
义，提升患者护理质量以及生活质量，利于病症进一步好转，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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