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学科教育国际护理与健康�2021� 第2卷�第5期

51

探讨健康教育在消化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马� 艳*

空军第986医院南区�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目的：评价健康教育在消化内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在我院消化内科就诊治疗的病例资料进

行研究，根据标准从中抽选出���例作为主要对象，以患者入院时间顺序为分组原则划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例，分别采取常规护理和健康教育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健康知识掌握程度。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明显比对照组低，对比差异显著（��������）；观察组患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两组数据比较护理能力、自我保健能力、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各项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消化内科护理中给予患者健康教育指导

不仅能帮助患者排忧解难，还能提高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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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规范化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中探讨的重要话题。护理过程中采用规范化健康教育不仅可以提高患者对于疾病知识

的认知度，还可以提高护理效果。所以，临床护理中，规范化健康教育已经成了护理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规范化健

康教育实施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稳定其情绪，为患者合理制定饮食和作息计划。消化系统

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所以，在消化科护理过程中采用规范化健康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以我院消化内科在����年�月a����年�月收治的患者���例展开研究，按照患者入院时间顺序分组，对照组（�� �

��例）中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其中胃病��例，肝脏疾病��例，胆道疾病��例，

胰腺疾病�例，其他�例；观察组（�� ���例）中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其中胃病

��例，肝脏疾病��例，胆道疾病��例，胰腺疾病�例，其他�例。以上资料对比有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纳入标准：均接诊消化内科治疗；年龄�����岁；具备良好的沟通、认知能力；患者知情且同意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恶性肿瘤、心肝肾功能障碍者；急危重症者；精神疾病史。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化健康知识指导，按照常规化操作，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规范化健康教育，护理方法如下：

（�）采用符合国际健康教育标准和护理能力教育的健康教育方法。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要及时发放宣传册，定期

开展消化科疾病知识的讲座，指导患者了解自身的疾病，掌握各项护理要点>��。（�）和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患

者的心理状态。如果发现患者有负面的情绪，护理人员一定要进行及时的引导，鼓励患者，帮其建立信心>��。（�）保

障患者的睡眠质量，营造舒适的病房环境。病房卫生保持洁净，温度适宜，尽量避免噪音的打扰。关注患者的饮食，

避免刺激性饮食的食用。除此之外，还要告知患者服药方法和时间，消化科疾病患者要密切注意服药事项>��。

�����观察指标

通过聊天、提问和书面答卷的方式分析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并将患者的掌握情况分为完全知晓、部分和

不知晓；运用6�6（焦虑自评量表）、6'6（抑郁自评量表）测定患者的心理状态，��分为评分基础，分值越高情绪

状态越差；观察两组患者的护理情况，其中包括患者护理能力、自我保健能力、生活质量。

*通讯作者：马艳，女，����年�月，陕西省扶风县，空军第���医院南区，本科，护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在

临床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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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计算数据用6366����软件，计数资料检验用��，表示用（％），计量资料检验行�，表示用（ ），��������为

结果有统计意义。

2��结果

�����健康知识知晓率对比

观察组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比对照组高，统计结果��������，详见表�。

表1��健康知识知晓率对比（�,％）

组别 例数 完全知晓 部分知晓 不知晓 知晓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护理前的情绪评分无显著差异，护理后的分值均下降，观察组的6�6和6'6评分比对照组低，结果��������，见下

表�。

表2��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

组别 例数 6�6评分 6'6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各项评分对比

两组数据比较护理能力、自我保健能力、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各项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明显，

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所示。

表3��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效果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能力 自我保健能力 生活质量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3��讨论

消化内科包括肝胆、食道、胰腺、肠胃等多种脏器疾病，临床表现较为复杂，且急性病症较多，如肠梗阻或者消化

道大出血等，临床护理难度较大。慢性疾病患者治疗周期长，心理负担较大，而急症患者因病情凶险更有强烈的负面情

绪，若不加以疏导和教育极易对治疗效果造成负面影响。不仅如此，患者及其家属健康知识的缺乏在加剧患者恐惧情绪

的同时还会降低治疗依从性，延长治疗周期，因此对消化内科患者实施健康知识教育极为必要>��。有研究表明，消化内

科患者疾病多是由饮食不节、用药不当、作息不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所致，健康教育的施行对于改正患者不良习惯有重

要意义。规范化健康教育调动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可以和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这对于负面

情绪的环节有着重要的意义。消化科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临床治疗中，有效的护理干预十分的重要>��。在本次调查研究

中，对参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组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对比分析两组护理前后心理状况。结果

显示，经过护理，两组患者6�6评分、6'6评分均有显著下降，其中研究组的下降程度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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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消化内科患者进行日常护理时，合理应用健康教育，可以较为显著地提升患者对相应健康知识的掌

握水平，实现患者护理满意度提升，有效降低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具有较为突出的临床应用效果，可以进行应用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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