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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行为与饮食护理干预对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自我

效能感与预后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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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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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研究自我行为与饮食护理干预对幽门螺杆菌"

S

M

%感染患者预后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

法
!

选取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
S

M

感染患者!以抽签法随机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健康教育与饮食护理!以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为主!

比较两组患者依从性及预后情况&结果
!

观察组在合理用药'戒烟戒酒以及分餐和少量多餐方面的依从性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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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护理有效率为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

%&结论
!

采取自我行为与饮食护理干预可矫正患者自我行为!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使其更加积

极地接受抗感染治疗#而饮食护理能有效增强患者体质!对预后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饮食护理#

!

幽门螺杆菌#

!

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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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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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

S

M

&感染是导致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黏膜

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

W0%4

&以及胃癌出现的主要因素#且世

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
S

M

为胃癌
&

类致病原)

&5'

*

+由于临床上

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导致
S

M

耐药株出现率持续增加#彻底

根除
S

M

的难度不断上升+对根除
S

M

的治疗方式进行研究

发现#患者的杀菌依从性对病情控制和预后有重要的影响#本

研究选择自我行为与饮食护理方式对患者依从性进行管理#取

得一定进展)

+5.

*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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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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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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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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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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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

岁%病程
.

!

'*

年#平均$

&'(.)e)('&

&年+以抽签法随机将患

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采取自我行为与饮食

护理干预等方式#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患者均禁水,禁食
.D

以上+

$(/

!

方法

$(/($

!

健康教育
!

向患者讲述
S

M

的相关知识#即
S

M

属于

革兰微需氧菌#是导致慢性胃病的重要因素#可引发消化性溃

疡以及慢性胃炎+此类病菌主要通过口腔进入体内#可隐藏在

患者牙龈及口腔分泌物内#经过研究显示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

感染
S

M

+让患者了解以上医学知识#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对疾病存在恐惧心理的患者#护理人员应及时排解困惑#

从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提高对护理以及治疗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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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护理
!

应嘱患者多食温热,流质食物#不可过饱#

不吃过苦,酸,冷,甜的食物#禁辛辣,油腻食物以及吸烟,喝酒

等不良生活习惯#多食用新鲜蔬菜以及富含维生素的水果#以

少吃多餐的原则指导患者饮食+可以将热水袋放在患者腹部#

保持胃肠温度#缓解胃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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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杀菌依从性以及护理效果+杀

菌依从性主要包括合理服药,戒烟戒酒,分餐以及少量多餐几

个方面#依从性差!无法做到,偶尔做到+依从性优!基本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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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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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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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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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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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秀波#女#本科#主管护理师#主要从事消化内科临床管理工作+



完全做到+护理效果分为痊愈,有效,无效+痊愈!患者溃疡完

全消失#无不良症状%有效!溃疡面积下降至
)*<

以下#或是存

在炎症但是溃疡完全消失%无效!溃疡减少面积高于
)*<

#同

时炎症与护理前无差异+在药物治疗停止
&

个月后#对患者的

病理学检查以及胃黏膜活检组织快速尿素酶试验#如果均为阴

性则代表成功根除#出现一项为根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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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922'*(*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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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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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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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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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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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依从性对比
!

观察组在合理用药,戒烟戒酒以

及分餐和少量多餐方面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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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依从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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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合理用药

依从性差 依从性优

戒烟戒酒

依从性差 依从性优

分餐及少量多餐

依从性差 依从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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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护理效果对比
!

观察组护理有效率为
&**(**<

#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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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和习惯的改变#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

快#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

&

*

#其中消化性溃疡在临

床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该病又具有反复发作,难以根

治的临床特点+据文献报道#

S

M

在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

发病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该菌会破坏胃黏膜的保

护屏障#使胃酸侵袭深部组织#导致深部溃疡出现#是引起疾病

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0罪魁祸首1

)

)5;

*

+所以#针对消化性溃疡

的治疗不仅需给予常规的对症处理#更需要进行抗
S

M

治疗+

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是指患者对病症治疗的信念#属于主观

意识#对患者行为的持续性有重要影响+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受

其自身的健康水平,言语沟通以及直接和替代经验影响)

,

*

+当

S

M

感染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后#其完成
S

M

治疗的概率就

更高+自我效能感高者呈现出行为上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对

抗感染以及病情治疗有重要影响#抽烟,喝酒,控制饭量,饮食

合理等方面的控制力也受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即使出现了不良

症状#高自我效能感患者也能够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排解心理

负担#提高治疗效果)

/

*

+

护理干预与自我行为控制更能帮助患者提高自我效能

感)

:

*

+原因可能是个体化护理从生理,心理和技能方面护理和

教育患者#针对性强#三位一体的个体化护理模式更有利于患

者康复+本研究结果显示#采取健康教育以及饮食护理的观察

组在合理用药,戒烟戒酒以及分餐和少量多餐方面的依从性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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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护理有

效率为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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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充分调动消化性溃疡患者的自我效能

感#使其自护知识,心理状况和治疗依从性明显提高#也促使其

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其自护能力#有利于溃

疡愈合和康复#降低溃疡复发率#最终提高了患者的健康程度

和生活质量+同时#个体化护理注重患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

其积极参与到自我护理中#自护技能得到实践锻炼和改善)

&*

*

+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与自我行为控制护理措施可以提高

S

M

感染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有利于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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