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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肠道传染病是临床治疗中较为常见的一类疾病，而在该

病症治疗过程中，后期护理质量对于患者预后起到关键的作

用。作为当前医学护理中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教育的应用

应以患者及家属为对象，以病房为“教室”，通过有计划、

有目的教育内容传输，使患者及家属了解更多关于肠道传染

方面的知识，从而配合医师进行治疗。

陈琳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有接受健康教育能力的 ��例

肠道传染病住院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下，

��例患者健康教育满意度提升明显。通过学习，患者已基本

掌握了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能够积极配合医师治疗，并自

主开展一系列利于康复的活动，同时拉近了与医师、护士的

关系，缓解了医护矛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何秀萍 ���运用对照研究法对 ��例肠道传染患者在开展

健康教育前后对疾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分析，表明在接受系

统健康教育后，患者能基本掌握疾病治疗基础知识，能够自

主配合治疗，能对发热、头痛、肢体酸痛等不良反应进行预

处理，减少了疾病恶化风险。以此评价护理健康教育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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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健康教育在肠道传染病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样本资料以笔者所在医院����年�月—����年�月肠道
传染科室所收治的��例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为对象。采用随机数分法将其分为常规组与研究组，每组��例，分别施以常规临
床护理及常规护理联合健康教育模式，然后对两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认知率、护理满意度情况进行对比。结果：经不同模
式护理后，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护理满意度上，两组患者表现出明显差异。常规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研究组；研究组护理
满意度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肠道传染病患者护理中科学应用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预后情
况，能进一步降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提升护理满意度，是可值得信赖的一种安全护理模式，值得在肠道传染病治疗中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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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一定数量入选研究患者为对象，对其实施健康教

育后的护理满意度及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改善情况进行研究，

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2�资料和方法

2.1�一般资料

选择笔者所在医院 ����年 �月—����年 �月肠道传染

科室所收治的 ��例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为对象，研究已获得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诊断与入选标准：①患者体征、症状符合肠道传染病常

规诊断标准，并伴有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

胃肠道症状；②年龄区间在 ��a��岁；③具备接受健康教育

能力；④患儿家属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肠道传染病常规诊断标准；②交流

障碍；③原发精神类疾病及智力类疾病；④患者及家属不同

意参与研究。

将 ��例入选对象通过随机数分法分为常规组和研究组，

每组 ��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

表 1�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 �� ± ，�（%）]

组别
例数

（例）

平均年龄

（周岁）

临床

症状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常规组 ��
�����±

����

腹痛、腹

泻、恶心、

呕吐、食

欲不振

①患者体征、

症状符合肠

道传染病常

规诊断标准；

②年龄区间

在 ��至�

��岁；

③具备接受

健康教育�

能力；

④患儿家属

签署研究知

情同意书

①不符合肠道传

染病常规

诊断标准；

②交流障碍；

③原发精神类疾

病及智力

类疾病；

④患者及家属不

同意参与研究

研究组 ��
�����±

����

2.2�护理方法

������常规组

实施常规临床护理，强化护理过程中的用药指导、不良

反应应急处理、体温监测等 ���。

������研究组

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健康教育，除国家卫生部门发布的有

关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及环境卫生治本措施外，引导、教

育患者提升对肠道传染病危害性认识，及预防知识储备，自

觉地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①每日要保证足够摄入量的安全白开水摄入，防止失水

过多而引发脱水问题；在饮食方面做到饮食结构调整合理，

并注重劳逸结合，保证每天有 �a�小时高质量睡眠时间，以

提升自身免疫力。

②加强饮食饮水安全。在饮水方面，坚决不喝生水，以

凉白开为最佳选择；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生熟分离，要将肉类、

水产类彻底烹熟后食用；隔餐食品要完全加热后食用；尽量

少食用凉拌菜，路边摊。

③注意个人卫生，做到饭前便后洗手，平时也要勤洗手，

洗手需在流水下进行；保证病房环境清洁、经常通风。

④对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及胃肠道症状知识进行普及，

当患者出现上述症状时，能够自行预处理，并及时到就近医

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2.3�观察指标和疗效评价

对比两组患者在接受两种护理干预后的相关知识的认知

率、护理满意度等情况，然后根据比较结果验证健康教育是

否具备广泛推广应用价值。

2.4�统计学方法

用 636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 ± 表示，

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W检验，组间比较使用配对样本 W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用 χ2检验，�＜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1�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比较

对比研究组和常规组护理总有效率比较，研究组显著高

于常规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2�两组护理总有效率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常规组 �� ��（�����）�（�����） �（�����） ��（�����）�

研究组 �� ��（�����）�（�����） �（����） ��（�����）

χ2 — — — — ������

� — — — — ������

3.2�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经不同护理干预后，两组并发症发生例数相差甚远，并

发症发生率上，研究组显著低于常规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 ����），见表 �。

表 3�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例） 发生并发症（例）
并发症发生率

（�）

常规组 �� �� �����

研究组 �� � ����

χ2 — — ������

S — — ������

3.3�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经护理干预后，研究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常规组�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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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例）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常规组 �� �� � ��
��

（�����）

研究组 �� �� � �
��

（�����）

χ2 — — — — ������

S — — — — ������

3.4�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认知率比较

经过对比，两组患者在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认知率方面

差异明显，研究组显著高于常规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详见表 �。

表 5�肠道传染病患者健康教育前后相关知识的认知率（%）

相关知识 常规组 研究组 �

肠道传染病预防知识 ����� ����� ＜ ����

肠道传染病类型 ����� ����� ＜ ����

肠道传染病传播途径 ����� ����� ＜ ����

肠道传染病预后知识 ����� ����� ＜ ����

肠道传染病治疗用药 ����� ����� ＜ ����

4�讨论

近年来，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临床护理领域的青睐，尤

其在肠道传染病患者治疗中，健康教育的应用就是通过有计

划、有目的地将相关疾病治疗、预防知识传输给患者，让他

们能够主动配合医护工作，并能从饮食结构调整、个人卫生

方面入手，自觉地开展易于预后的各类活动，消除危险因素，

并在相关性并发症发生时，能及时进行预处理，并及时就近

治疗，争取治疗时间 �����。

肠道传染病患者特殊性决定了健康教育在临床护理中的

应用价值，所以，在肠道传染病患者治疗中应用健康教育，

不应仅仅局限于基本疾病护理，人应该以相关性知识宣教为

主，让患者在知识指引下进行科学的治疗，保障预后效果 ���。

本次研究将 ��例符合条件的肠道传染病患者分为常规组与研

究组，并分别施以常规临床护理及常规护理 �健康教育。从

预后效果来看，实施了健康教育后的研究组患者无论在疾病

知识认知率、护理满意度，还是在护理总有效率及并发症发

生率方面，都显著优于常规组，且组间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 ����）。因此，在护理整个过程中，应有效开展健康教育，

将护理程序贯穿于健康教育中，通过对健康教育机制的不断

完善，提升质量。由于肠道传染病有其特殊性，故在健康教

育实践中，要把握护理重点，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科学设置

教育内容及方法，开展符合全体患者的健康教育。

5�结语

总而言之，健康教育仅是护理工作中的一个“干预过程”，

能对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理解、疾病预防、治疗等全面掌握，

提升患者自我保护能力，帮助患者调整心态、积极配合治疗，

达成尽早康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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