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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综合性护理干预在急性肠胃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80 例
急性肠胃炎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别划分为观察组（n=40）和对照组（n=40）。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干预，观察组
予以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和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治疗时间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效率为
82.5%，对照组的护理效率为 50%。观察组护理满意度和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急性
肠胃炎患者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不良症状，缩短实际的住院时间，促使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提升，也能更好地维持护患
关系，存在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急性肠胃炎患者；综合性护理干预；效果分析；护理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473.74　　　文献标识码：B　　　DOI: 10.19613/j.cnki.1671-3141.2018.71.185
本文引用格式：罗晓红，刘成敏 . 对急性肠胃炎患者给予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18(71):267-268.

0   引言
近年来，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消化系统障碍不断增

加。因为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的改变，肠胃内存有一些细菌和
残留，引发腹泻，发生急性肠胃炎疾病。从临床上分析发现，
急性肠胃炎疾病较为常见，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 [1]。所以，在
患者住院过程中，给予有效护理，对疾病的康复治疗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在此次研究中，本院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对 80 例急性肠胃炎疾病患者做出分析，探讨综合性护
理干预在急性肠胃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具体报告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数据资料

本院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 80 例急性肠
胃炎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别划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为 40 例。

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最小年龄 23 岁，最大
年龄 68 岁，中位年龄（43.23±2.34）岁。

观察组：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最小年龄 5 岁，最大年
龄 70 岁，中位年龄（44.24±2.12）岁。

本次研究中，患者都符合急性肠胃炎疾病的临床标准，
精神障碍、肝肾等一些重要器官疾病不存在。所有患者均知
情和自愿参与。给予以上资料对比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基础护理 [2]。
观察组：在对照组给予的基础护理条件下，加行综合护

理干预措施。具体方法为：
（1）心理护理：急性肠胃炎疾病在临床上，患者常常表现

为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患者的水电解质紊乱 [3]。同时，患
者对急性肠胃炎疾病也不够了解，对该疾病较为担忧，存有
的不良情绪明显，尤其是焦虑、不安等。所以，护理工作人员
需要掌握患者的心理特征，在对其进行一定了解后，加强与
患者的沟通和了解。在和患者实际交流的时候，避免专业术
语的使用，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急性肠胃炎疾病的发病机
制、治疗方法等进行讲解，避免患者不良情绪的发生，这样患
者在积极配合中，才能快速痊愈 [4]。

（2）饮食护理：急性肠胃炎患者在腹泻、呕吐后，还容易
带来明显的水电解质紊乱，食欲不振。护理工作人员在饮食
护理工作中，可以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针对性的
饮食计划，为患者机体提供充足营养和能量。还需要引导患
者多食低纤维、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辛辣、生冷以及刺激食
物。最好食用蔬菜水果等高维生素食物，保证能够更好地维

持患者体内的水电解质，达到总体的平衡 [5]。
（3）用药护理：在药物护理工作中，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引

导患者掌握和了解药物治疗的必要性，保证患者在临床上的
依从性得到提升。患者在使用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引导患者
按照医嘱定期定量服用，避免对药物剂量擅自更改。还要叮
嘱患者加强对不良反应的重视，当发现不利情况的时候，要
马上告知医护人员。对于高热患者，可以提供降温护理工作，
保证更好地维护患者身体健康 [6]。
1.3   效果评定标准

通过本文的研究和探究，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自制的护
理满意度评分表，分别对人员的临床操作能力、掌握的理论
知识、护理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评估，总分为百分制。其中，
十分满意分值在 80 分以上，一般满意分值在 60-80 之间，不
满意分值为 60 分以下。护理工作人员对患者的疾病康复状
态进行分析，其好转定为有效。当患者出院后，还需要计算
患者的住院时间，以方便后期的数据统计。
1.4   统计学分析

在 本 次 研 究 的 80 例 急 性 肠 胃 炎 患 者 分 析 中，采 用 了
SPSS19.0 版本软件进行处理分析。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护
理满意度评分对比用均数 ± 标准差（ ±s）的形式表示，以
t 检验，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率分析用率（%）的形式表示，行
χ2 检验，数值判定标准为 P<0.05，证明统计学的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和分析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

将两组住院时间进行对比分析，观察组住院时间低于对
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显著，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和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d） 护理满意度评分（分）

观察组 40 3.13±0.72 96.24±2.52

对照组 40 7.34±0.63 82.53±2.53

t - 27.8310 24.2823

P - 0.0000 0.0000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率
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效率的分析发现，观察组的

护理效率为 82.5%，对照组的护理效率为 50%。两组组间差
异显著，统计学意义明显（P<0.05）。见表 2。

·临床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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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效率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显效（n） 有效（n） 无效（n） 护理效率（%）

观察组 40 20 13 7 82.5

对照组 40 14 6 20 50.0

χ2 - - - - 9.4479

P - - - - 0.0021

3    讨论
急性肠胃炎疾病在临床为消化系统疾病的一部分，该病特

点为急骤、病情发展快。其主要是胃肠道黏膜存有炎性，在给
予治疗中，需要对其感染进行控制，避免水电解质紊乱。但是，
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由于患者的身体较为虚弱，所以，提出及
时性的护理措施，能促使患者疾病的更快恢复 [7]。

在本文中，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心理特征的分析，为其
提出有效护理。在具体情况下，给予饮食护理工作和用药护
理工作，能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的临床效果，也能增强患者
的满意程度 [8]。

综上所述，将综合护理措施应用到急性肠胃炎疾病治疗
中，对患者疾病治疗具有重要作用，在缩短实际住院时间前
提下，确保人员护理满意度的提升，也能维护好医患之间的

关系，适合临床上的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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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较两组患者复发率和满意度情况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复发率和满意度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复发 满意度

对照组 59 10(16.95) 40(67.80)

观察组 59 1(1.69) 59(100.00)

χ2 5.00 23.00

P <0.05 <0.05

3   小结
脑血栓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

是很多的，同时也是很复杂的。在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的基
础上给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十分重要。本研究将综合护理措
施应用其中，综合护理模式具有综合性、有效性、科学性的特点
[7]，给患者制定的护理方案具有针对性与全面性，使患者得到很
好的身心体验，整体护理效果佳，值得在临床推荐使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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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方案 [6-8]，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VAP 发生率较对照组显
著降低，机械通气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故综合护
理干预作用于 ICU 重症患者，有利于减少 VAP，缩短通气时
间，降低医疗费用，更好地保障患者安全，提高患者护理满意
率，减少医疗纠纷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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