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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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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中对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的效能。方法 选取月消化内科

住院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优质护理）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40 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焦虑、

抑郁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优质护理可有效改善消化内

科住院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生活质量，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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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reliev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in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Methods 80 in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quality nursing) and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the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igh-quality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in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enhanc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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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胃溃疡、慢性胃炎等慢性消化性疾病属

于消化内科的常见病，该病特点是治疗时间长、病程周

期长等，同时现阶段会通过药物控制或者减轻临床症

状，进而达到患者身体状态的改善的目的[1]。然而，个

人习惯、饮食等多种因素会对消化系统疾病产生影响，

进而出现疾病反复发作的情况，影响患者身心健康。所

以，以常规治疗为基础，为患者提供有效且科学的护理

干预同样是提升治疗效果的重要辅助办法，例如将优

质护理干预应用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让患者获得

全面的护理服务，对于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来讲十分

有利，同时加快其身体康复[2]。所以，本研究对消化内

科住院患者落实优质护理，效果良好，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80 例消化内科住院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平

均年龄（50.32±6.25）岁；对照组 40 例，男 23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51.24±5.39）岁，两组资料对比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优质护理，包括：1）

优质心理护理。对于消化内科患者，其康复的首要目标

并不是单纯的治疗躯体，也要综合考虑其社会、心理原

因而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针对伴随自杀意向且为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心理护理至关重要。护理人员需保证

和患者沟通期间态度温和，倾听其因疾病折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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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恐惧与绝望情绪，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共情。向患

者详细讲解溃疡性结肠炎虽顽固但可治可控，讲解成

功病例，提升治疗自信。鼓励家属陪同左右，获得来自

家庭的支持、温暖，使其意识到自己并非独自面对疾病。

同时，安排心理专家介入，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

帮助其形成正确认知，保证态度积极，逐步消除自杀念

头，重建对生活的希望与勇气，助力患者度过身心难关。

2）亲情式护理。称呼可以表达对患者的尊重，从而得

到更多信任。通过亲切称呼可以增加患者治愈信心，促

使其抑郁、焦虑情绪改善。护理期间，可以称呼退休或

者无职业且年龄较大者为大爷、大妈等；而中年患者可

以在了解其职业后，称呼为 XX 老师、XX 师傅等，同

时护理人员可以学习当地的称谓、语言，同时合理应用，

让患者感受到温暖、亲切。3）生活护理。A 确保安静、

舒适的病房环境，适当摆放鲜花，确保地面清洁、温湿

度合适。B 对于新入院患者，护理人员需积极为其讲解

医院制度、医院环境等，让其尽快属于病房、医院环境，

积极进行安抚，改善其因处于陌生环境而出现的焦虑

情绪。C 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对患者进行相关生

活护理，如更换衣裤、洗头发等，并且护理人员检查其

执行状况，评价基础护理。D 积极在和患者交流期间安

慰、鼓励，避免刺激词汇伤害患者。4）优质饮食护理。

对于消化内科疾病的出现离不开饮食的具体情况，因

此应该按照患者不同疾病而进行一定的饮食指导，确

保针对性、合理性。例如消化道溃疡者需要多餐、少食，

主要为无刺激、易吸收且易消化食物；消化道大出血、

急性胰腺炎者需禁食；肝硬化腹水者应进食足量蛋白

质，且限制水、盐的摄入；溃疡性结肠炎可以进行高蛋

白食物，如鱼肉等，高维生素（南瓜等）、高碳水化合

物食物（土豆等），禁食刺激性食物，多餐少食。同时

讲一个温馨且舒适的进餐环境提供给患者，促进其食

欲增加。 
1.3 观察指标 
焦虑、抑郁评分[3]：用 SAS/SDS 评价，分数越高

代表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生活质量：SF-36 评价，

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4]；护理满意度：用 NSNS
评价，分数越高说明对护理越满意[5]。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分析数据，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比较 
干预后，组间比较（P<0.05），见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后，组间比较（P<0.05），见表 2。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组间比较（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对比[（x±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t P 

焦虑 
干预前 56.44±2.12 56.30±2.19 0.365 >0.05 

干预后 46.31±2.20 51.30±1.15 5.701 <0.05 

抑郁 
干预前 55.40±3.09 55.57±3.13 0.452 >0.05 

干预后 45.62±2.13 50.51±2.27 6.254 <0.05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t P 

情绪功能 
干预前 64.47±2.45 63.52±2.44 0.652 >0.05 

干预后 92.53±1.63 68.17±3.11 5.701 <0.05 

角色功能 
干预前 64.18±2.82 64.19±2.85 0.554 >0.05 

干预后 95.20±1.97 72.46±1.35 6.258 <0.05 

认知功能 
干预前 67.11±1.00 67.13±1.07 0.714 >0.05 

干预后 94.82±1.62 74.20±1.04 5.326 <0.05 

躯体功能 
干预前 60.22±1.25 60.27±1.29 0.885 >0.05 

干预后 91.44±1.72 72.30±5.83 6.92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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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x±s），分] 

指标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t P 

护理时间 84.23±5.60 74.45±3.52 12.701 <0.05 

护理质量 84.17±5.34 74.39±3.66 13.050 <0.05 

护理内容 83.99±5.45 74.55±3.74 12.715 <0.05 

护理态度 84.28±5.66 74.22±3.59 12.886 <0.05 

 
3 讨论 
在临床中，消化内科疾病为高发病，且大部分属于

慢性病，伴随一定的复发率，且多数疾病以药物治疗为

主，尽管可以使患者症状减轻，控制病情恶化，但是在

减少疾病复发率方面效果并不显著[6]。同时错误的生活

习惯、饮食习惯属于引起疾病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

此，既要对患者采取常规治疗，为患者采取护理干预同

样是增加疗效的重要举措，可以增加其疾病认知，从而

形成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利于形成积极的治疗态度，

同时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工作，减少康复所需时间[7]。 
优质护理作为一种高质量的护理方式，其将最优

质的护理服务提供给患者，进而推动护理工作的发展，

可以将患者作为服务中心而完善护理服务[8]。而且，有

关研究指出[9]，优质护理属于人性化护理，护理人员应

该审时度势，使患者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提供更

多鼓励、关怀，进而更好的改善其焦虑、抑郁情绪。另

外，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可按照患者护理级别、

具体病情而提供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同时该种模式可

引导护理人员重新聚焦工作重点，使患者问题及时解

决，提升其工作效率，优化护理质量[10]。本研究结果说

明优质护理效果显著。 
总之，消化内科住院患者通过优质护理干预利于

其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同时优化生活质量，提高护理

满意度，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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