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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学生胃肠道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最新进展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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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内外大学生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较高，已经成为了影响其健康水平的一类重要疾病。大学生胃肠道疾病发生因素较多，需积
极寻找影响因素，从多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干预，进而降低胃肠道疾病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促进其胃肠道健康。本研究针对国内外大学
生胃肠道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最新进展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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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胃肠道疾病是一类对人们健康较大的疾病，患病后会出现消化

不良、胃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症状。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出
现胃肠道疾病的概率较大，患病后对其学习、生活造成影响，不利
于学生未来发展。近年来，大学生大多为亚健康状态，且各类胃肠
道疾病发生率不断升高，常存在消化系统紊乱的情况，因此，需积
极探讨大学生胃肠道疾病影响因素，增强大学生胃肠道疾病预防观
念，进而改善大学生胃肠道疾病现状。 

一、胃肠道疾病发病机制 
生活中，很多人都患有肠道消化性疾病，患者若长期不进行治

疗，不仅会对其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困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病症
变化情况。因而，一旦发生胃肠道疾病，患者就需要及时就医，医
师需从患者的身体情况及生活方面判定引发疾病的原因。通常产生
该疾病的主要原因是胃的黏膜遭到了破坏，防护功能减弱，攻击因
子失衡所致。 造成上述情况有多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饮食、心
境及遗传。比如患者喜欢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或者喜欢温度过
高及过凉的食物，不规律饮食都会对胃功能的发挥造成较大影响。
饮食不够卫生，盐量和油量过高，这些因素也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
的发生。进食过多和暴饮暴食，为患者的胃部增加了巨大的负担，
不新鲜的食物会导致肠道微生物感染，以上是引起胃肠道疾病最常
见的原因，除此之外，休息不足，心理状态不佳，压力过大会使肠
胃产生紊乱，这一点在精神病患者和长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
体现得尤为明显。心理负担过重会对胃黏膜造成损害，出现急性胃
炎、胃出血等症状。遗传出现的胃病情况较为多见，比如结节癌，
在确定遗传因素后必须配合科学合理的治疗才能确保彻底治愈疾
病。 

二、国内外大学生胃肠道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不良饮食习惯 
大学生常存在不良饮食习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饮食消费

观念问题、自我肠道保护意识淡薄等，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
就会导致其胃肠负担加重。大学生存在各种不良饮食习惯，如暴饮
暴食、偏食等，并且很多女生由于减肥而不能合理饮食，进而大学
生成为胃肠道疾病常见人群。据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饮食营养摄
入分布不科学，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进而加大疾病发生风险[2]。 

（二）乙肝病毒感染 
有研究表明，胃肠道疾病的发生与乙肝病毒感染联系较大。乙

肝病毒感染治愈率较低，且多存在消化性溃疡等。因此，对于大学
生来讲，必须对乙肝预防引起重视。 

（三）身心压力较大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学生竞争压力也在不断上升，

存在较大的心理及社会压力，情绪状态不佳，进而导致胃肠道疾病
的发生。有学者认为，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障碍倾向人数越来越多，
且在大学生群体中占有一定比例，大多伴随悲观、焦虑情绪，进而
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症状，如食欲不振、胃肠功能紊乱等[3]。因此，
必须对心理社会压力调节加以关注，提高大学生应对压力的能力，
增强心理素质。 

（四）不良生活方式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使电子产品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部分，有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进行社会活动时均会使用手机，
而其中将近一半的大学生存在使用不良的情况。由于其时间自由，
常存在熬夜情况，无法保证良好的睡眠，进而引起人体节律紊乱，
最终导致胃肠道疾病的出现。同时，大学生对日常运动不够重视，
体质减低，无法有效抵抗胃肠道疾病。 

（五）用药不合理 
有学者认为，用药不合理为近 10％的大学生出现胃肠疾病的影

响因素[4]。四环素类、青霉素类等抗生素使用不合理，会导致各种
胃肠道不良反应。很多大学生缺乏药物知识，安全意识不高，在其
身体出现不适感时，常存在不合理用药的情况，进而容易引发胃肠
道疾病。 

三、国内外大学生胃肠道疾病干预措施 
（一）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很多大学生知道自身应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但是具体措施却

并不了解。因此，需制作健康饮食宣传海报、开展饮食讲座等，提
高健康饮食知识。重视校餐厅饮食问题，学校需对食堂卫生等情况
进行定期检查，在保证营养均衡的情况下满足学生饮食喜好[5]。因
此，要求大学生个人、学校等共同努力提高健康饮食意识，降低胃
肠道疾病发生率。 

（二）提高疾病预防意识 
大学生疾病预防意识较差，无法识别及避免不良因素的影响，

因此，需加强胃肠道疾病预防宣传教育力度，可发放健康手册，也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间举办健康讲座，倡导大学生定期进
行身体检查。对胃肠道疾病发生原因、预防方法等进行宣讲，提高
大学生认知，使其重视胃肠道疾病对身体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身
心健康水平。 

（三）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大学生胃肠道健康存在一定问题，不良生活习惯是一个较为重

要的影响因素。当前，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大学生呈现亚健康状态。
因此，需帮助大学生纠正不良生活习惯，学校可改善宿舍条件，为
学生创建良好的休息环境，并且鼓励大学生合理使用电子设备，规
律作息，避免熬夜等，进而降低胃肠道疾病发生风险。《内经》中
说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胃肠道疾病患者需注重对胃肠的养
护。平日生活中应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饮食，当出现“饥饿收缩”
时就表明需要进食了，若不及时进食导致饿过了这种现象长期出
现，胃肠功能就会发生紊乱，从而产生疾病。而胃的容量也是有限
的，进食时不宜吃的过饱，否则容易使胃的收缩性减弱，引起伤食
和消化不良的现象，故理想的摄入量应是七分饱，使得胃部感受刚
刚好。需遵循“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的规律，
按时进食，否则容易引发肥胖加重胃肠疾患。多吃蔬菜，少食荤腥，
在饭后要进行适量运动，不宜立即睡卧或剧烈运动。饭后是消化过
程的高峰期，胃肠道这个时候进行蠕动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运动
剧烈容易使血液过多流向四肢，影响消化，应“食毕即须步行，今
稍畅而坐卧”。 

（四）缓解身心压力 
焦虑、悲观等均为肠易激综合征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

需指导大学生学会积极调节自身心理压力。同时，学校可开设相关
减压课程，或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也可组织类型多样的校园
活动，使其正确看待自身所面对的压力，减轻心理压力，保持良好
的机体状态，进而稳定胃酸分泌，降低胃肠道疾病发生率。医生向
病人进行知识宣教。讲解精神紧张、不良情绪等可使胃酸增加、胃
液中粘蛋白浓度降低，二者失衡，使胃及十二指肠粘膜遭受腐蚀，
从而发生消化性溃疡。而疾病症状又可使不良情绪加重，形成恶性
循环，成为难治型慢性消化性溃疡。同时让病人体检自己的情绪、
情感和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促进心身从紧张症状中解脱出来，进
行自我心理调节，使防御因素增加促进康复。让病人知道消极心理
情绪可影响健康、导致疾病，并对疾病的发展，临床表现和转归起
着重要作用。慢性胃肠病具有反复发作特点，长期患病使病人产生
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由于多数病人不能完全、及时、正确的排解，
就会产生不正常的心理情绪反应，在住院期间病人会缺乏配合治疗
意识，如果治疗效果达不到预想目标或病情有反复则情绪反应更
大，发生医患纠纷的机率就会增加。造成心身疾病的主要原因是长



 

疾病预防 

 248 

医学研究 

期情绪因素或心理社会因素，因此心理护理对每一个患慢性胃肠疾
病的病人至关重要。 

（五）对症治疗 
慢性胃炎主要给予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治疗，如奥美拉唑等，

存在痉挛症状者可通过阿托品等解除痉挛、吗丁啉、硫糖铝等能增
强胃黏膜，抑菌药物对幽门螺杆菌具有控制作用，如庆大霉素。消
化功能不良者在确定存在胃肠道疾病后给予吗丁啉、果胶秘治疗。
急性胃炎者多给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同时，用药期间需注意用药
剂量，并观察有无不良反应，保证治疗安全性。通常对胃肠道疾病
患者采用的治疗方式为饮食调理和药物治疗，若疾病现象比较严
重，必要时也可采用手术治疗。该疾病的主要表现为胃痛、胃胀、
反酸、呕吐、腹泻等症状。对于上述情况进行医治的主要手段还是
采取药物治疗。可以服用胃肠动力药物和消化助剂，促进胃部蠕动
及调节肠道菌群，因患者容易脱水，该治疗方式可以纠正电解质平
衡。若是出现炎症，可以选用沙星类抗生素药物，进行积极的抗菌
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在大多数临床中都表现出较好的治疗效
果，但是更注重局部，比如身体上的某一个系统或器官，虽然在对
患者疾病的诊断上优于中医，但缺乏中医的宏观理念，中医更加强
调整体，即天人合一。中、西医在对胃肠道疾病的治疗中表现出各
自的优势，西医能利用先进的设备对患者进行诊治，利用多种抗生
素药物抑制患者的炎症，控制病情恶化，中医利用其独特的理论知
识，以辩证的方式运用中药汤剂、固定方剂中成药对患者展开多靶
心和多环节的调节，注重患者的体质。故将两者相结合能有效治疗
该疾病，缩短患者的疗程，使患者尽快康复。在面对幽门螺杆菌、
感染性腹泻及消化性溃疡等胃肠道疾病时可采用西医疗法为主，中
医疗法为辅的方式进行治疗，发挥西医抗生素药物的主要疗效，缓
解其带来的副作用，消灭病原微生物，弥补西医的局限性。中草药
具有多靶点的优势，在对待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上，具有明显疗
效，再配合西医进行根除 PH、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等治疗手段，对
患者的康复治疗具有重大意义。六君子汤是中草药用于治疗胃肠道

疾病的主要方式之一，具有益气健脾的功效，能促进餐后血糖及脂
肪物质的代谢。对于慢性胃病和萎缩性胃炎这种慢性胃肠道疾病，
只靠西医所产生的作用远不能令人满意，中医治疗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可直接对患者使用中成药，比如森苓白术颗粒和补中益气颗
粒能有效治疗该病症，并且副作用小，对人体伤害较小，且对于患
者的身体起到了一定的调理作用。将中医与西医的三联疗法及四联
疗法结合起来，使用综合性的根除方式提高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
率，能在早期有效阻断癌症病变，做好对胃癌的预防工作，降低病
变率，并且积极使用胃镜等诊断技术设备，将诊断结果及观察的规
律与中医的传统理论相结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用药方案，积极发
挥中医药的干预功能，从而有效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 

结束语： 
大学生胃肠道疾病的控制是一个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学生

学习、就业等压力较大，且普遍存在不良饮食及生活习惯，再加乙
肝患病率升高、不合理用药等的影响，导致胃肠道疾病发生率不断
上升。因此，要求从多个方面做好疾病防治工作，不仅要求大学生
个人增强意识，而且要求学校提高重视，从多个方面降低大学生胃
肠道疾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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