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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护理中采用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

路径的效果分析

陈红玲

（临沂市中心医院　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４００）

【摘要】目的：分析及评估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路径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护理的效果。方法：将我院２０２０

年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２月期间接收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９４例作为此次研究样本，介于电脑抽检法分为对照组（４７例）、

实验组（４７例），对照组则开展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开展针对性营养护理。对其护理满意度、干预前后营养学指

标、症状改善时间等结果进行统计。结果：实验组９７．８７％的护理满意度对比对照组８５．１１％明显较高，临床症状消失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结果表明统计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干预前营养学指标结果２组经过对比无差异Ｐ＞０．０５，而干预

后实验组各项营养学指标结果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临床护理实施针对性营

养护理干预路径，可有效改善其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症状，提升其营养学各项指标，且患者对于该种护理满意度也

相对较高，值得予以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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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ｉｔｉｓ，ＵＣ）作为近些年来

当中，临床最为常见且高发的炎症性肠疾病，治疗的周期

相对较长，且极易出现反复发作事件［１］。主要症状则是

腹痛、黏液脓血便、腹泻等，对于患者身心健康具有一定

干扰，并且病情的持续进展，可导致患者自身机体营养状

态遭受影响，从而干扰其病情恢复［２］。因此，关注患者

机体营养水平，配合科学护理手段，有效改善其营养状

态，对于病情奠定良好的恢复基础尤为必要。

１　基线资料与方法

１．１基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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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０２０年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２月本院内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９４例予以项目研究，基于电脑抽检法进行分组，对

照组与实验组均为４７例。

实验组４７例的患者当中，最短患病时间１个月，最

长时间１５个月，（７．１２±０．３４）个月，其中男性２２例，女

性２５例，最小年龄２５周岁，最大年龄６９周岁，平均年龄

（４３．２６±０．５７）周岁。

对照组４７例的患者当中，最短患病时间１个月，最

长时间１４个月，（７．０９±０．３２）个月，其中男性２３例，女

性２４例，最小年龄２６周岁，最大年龄７０周岁，平均年龄

（４３．２８±０．５９）周岁。

将２组基线资料均代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４．００中

进行数据处理，对比结果当（Ｐ＞０．０５）则证实２组之间

具备可比性。

１．２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手段，主要包含用药指导、心理

疏导、常规环境管理、病情监测等。

实验组在此基础之上开展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路

径，其一，评估风险，掌握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以及基本营

养状况，同时了解其饮食习惯与生活习惯，观察其存在的

其他风险因素，根据既往护理经验以及实际状态制定相

应影响支持方案。其二，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开展营养摄

入管理，掌握其体质量，合理控制患者每日所需的热量，

可将其热量摄入控制在１００ｋｃａｌ／ｋｇ，蛋白质则控制摄入

在１－１．５ｇ／ｋｇ。如果患者肾功能障碍较为明显，则需要

对其供给进行调整，并且需要每日以植物脂肪为主，控制

在０．６ｇ／ｋｇ即可，而碳水化合物则是每日控制的摄入量

则控制在 ２５０－３００ｇ之内，占据每日总营养的摄入量

６０％左右。其三，告知患者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所需注

意事项，给予生活方面进行干预与指导，每日的日常生活

饮食需要秉持科学、合理的标准，不仅需要合理的摄入纤

维以及水果，还需要禁食油炸食物以及辛辣刺激食

物［３］。饮食方面则是秉持少食多餐的原则，以高纤维

素、低脂肪、高蛋白、低盐、低纤维、易消化、低脂肪等为主

要方向。另外需要配合适当的身体功能锻炼，从而有效

提升其自身机体免疫功能。

１．３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对其护理满意度、干预前后营养学指标、症状改善时

间等结果进行统计。

症状改善时间根据患者临床实际情况统计，包括腹

痛症状消失时间、腹泻症状消失时间、发热症状消失

时间。

营养学指标同样根据其实际改变情况统计，包括血

清蛋白、血红蛋白、血白蛋白、血清总蛋白。

护理满意度则是根据院内自制量表予以调查，本次

调查表发放９７份，均全部回收，满意度评价标准包含非

常满意（９０分上）、一般满意（８９分以下６０分以上）、不

满意（５９分以下）等，最后评价总体满意度则为 ６０分

以上。

１．４统计学处理

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干预前后营养学指标、症状改

善时间等计量数据，通过均数 ±标准差（ｘ±ｓ）处理，执

行ｔ检验，而符合计数资料的护理满意度，实施 ＭｃＮｅｍａｒ

检验（卡方检验），选择例（％）的形式表达。９４例的研

究数据，均纳入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２４．０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计算，

当其Ｐ＜０．０５则证实差异具备统计学价值。

２　研究结果

２．１比对２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结果

统计分析２组临床护理的满意度效果，实验组９７．

８７％的护理满意度对比对照组８５．１１％明显较高，由此

可以得知，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对其护理干预的选择具有

重要作用，２组数据结果对比也具备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对比２组临床护理满意度（ｎ／％）

组别（ｎ）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ｎ＝４７） ３５／７４．４７ １１／２３．４０ １／２．１３ ４６／９７．８７
对照组（ｎ＝４７） ２６／５５．３２ １４／２９．７９ ７／１４．８９ ４０／８５．１１

Ｘ２值 － － － ４．９１８６
Ｐ值 － － － ０．０２６５

２．２比较２组患者干预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数据结果

分析２组腹痛、腹泻、发热症状改善情况，实验组各

项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组间经过统计学处理

后，差异对比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比较２组干预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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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ｎ）
腹痛症状消

失时间（ｄ）

腹泻症状消

失时间（ｄ）

发热症状消

失时间（ｄ）

实验组（ｎ＝４７） ５．８４±０．４３ ５．９３±０．４５ ４．２６±０．３１
对照组（ｎ＝４７） ７．９９±０．７８ ８．０１±０．８２ ７．１１±０．６４

ｔ值 １６．５４８８ １５．２４５１ ２７．４７５６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３统计２组干预前后营养学指标变化情况数据结果

探究与分析血清蛋白、血红蛋白、血白蛋白、血清总

蛋白等指标变化结果，干预前２组对比营养学指标对比

无差异Ｐ＞０．０５，干预后实验组四项指标解决均低于对

照组，此结果表明，选取合理的干预手段，对其营养学指

标控制与改善尤为重要，数据结果带入统计学后对比结

果为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比较２组干预前后营养学指标变化情况（ｘ±ｓ）

组别（ｎ）
血清蛋白（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血红蛋白（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血白蛋白（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血清总蛋白（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ｎ＝４７） １２７．２６±１３．２６ １０１．２２±１０．６３１４３．２３±１２．３２１１２．２７±１０．３８ ４３．２１±６．１２ ３２．１８±３．４３ ６６．５１±６．７１ ５０．４３±３．５９
对照组（ｎ＝４７） １２７．２９±１３．２８ １２０．４５±１１．２１１４３．２５±１２．３４１３８．４３±１０．９７ ４３．１９±６．１１ ３７．８５±４．０２ ６６．４９±６．６８ ５９．１２±４．０２

ｔ值 ０．０１０９ ８．５３３７ ０．００７８ １１．８７５１ ０．０１５８ ７．３５５８ ０．０１４４ １１．０５３６
Ｐ值 ０．９９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３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３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属于一种非特异性、慢性的结肠以及

直肠炎症疾病，该种疾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且其

病变发展也仅限于黏膜下层以及大肠黏膜［４］。主要的

病变位置均位于乙状结肠以及直肠，当然也有部分患者

可延伸到结肠，甚至整个结肠。疾病可发生在任何年龄，

不仅持续时间较长，且极易反复发作［５］。作为近些年来

发病率明显具有上升趋势的一种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疾

病的持续进展，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呕吐、便血等相关

症状，部分患者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胃肠功能紊乱，对其

自身营养消化以及吸收均会造成严重干扰［６］。因此通

过有效的干预手段来改善其机体营养状态则尤为重要，

但常规护理干预具备一些局限性以及规模化，无法针对

患者实际情况对其护理方案进行调整，从而导致整体效

果不尽如人意［７］。但开展针对性营养护理，可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给予制定较为符合的个性化饮食模式，全面了

解患者自身机体营养状态，观察其病情状态以及并发症

情况，从而对其实际护理方案进行灵活的调整，合理满足

患者自身机体营养需求［８］。

综上所述，对于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路径的开展，可

有效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营养状况进行有效改善，对于

其症状改善效果显著，整体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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