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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细节护理在急诊胃出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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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细节护理在急诊胃出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收治的 100 例急诊胃出血患者会
进行研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前者 50 例行常规护理干预，后者 50 例细节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整体
护理效果好，患者治疗有效率、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急诊胃出血患者中采取细节护理干预措施能达到极好的效
果，有效改善患者出血情况，促进护患之间的和谐，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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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我国生活水平的改善，其饮食结构也出现了极大的变

化，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弊端是加重了急诊胃出血患者的发病率[1]。
该疾病是临床常见的急腹症，起病急且发展快，症状严重时，会对
患者造成生命威胁，因此在进行急诊抢救的过程中，还应当结合相
应的临床护理路径，对患者的治疗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传统的
护理针对疾病展开相应的护理措施，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及细节性，
而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细节护理则更为注重患者护理时的质量
和效率，以患者实际情况为主，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为患者提供
相应的心理疏导及饮食护理[3]。本文针对急诊胃出血患者展开不同
护理的对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100 例急诊胃出血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

在观察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27-68 岁，患者平均
年龄数：（48.56±5.14）岁。在对照组中，男性为 25 例，女性为 25
例，最小年龄为 28 岁，最大年龄为 68 岁，患者平均年龄数：（48.32
±5.17）岁。比对患者各项基线资料，（p＞0.05）。 

纳入标准：①所选研究对象均被诊断为急性胃出血症状；②患
者自愿接受此次研究并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患者存在心、肝、肾等相关器官疾病；②患者存
在严重精神障碍且配合度低。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患者就诊前准备好相关急救药物和器

械，并在患者就诊时迅速做出反应，对患者呼吸道进行清理，为其
提供持续吸氧治疗。基础检查完成后，迅速建立患者的静脉通路，
补充其血容量。 

观察组行细节护理，主要内容如下：①为患者实施紧急处理，
准备好急救药品和氧气、止血药物、凝血酶粉、高频电凝器等，使
患者保持顺畅的呼吸道，若是患者存在合并呼吸道疾病，要对患者
采取吸氧治疗。②加强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患者入院时对其基本情
况进行记录，包括患者血压、脉搏、出血量，检查患者静脉通路是

否顺畅，并加强对患者的看护，防止患者出现其他意外事故。③实
施心理疏导护理，急诊胃出血患者的发病通常较为紧急，患者没有
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严重的焦虑和恐慌情绪，护理人
员应加强对患者的心理疏导护理，对患者进行及时疏导，告知患者
的护理措施和身体恢复情况，并给予患者鼓励和陪伴。④实施有效
的饮食护理，患者治疗期间应当严格遵照医嘱进行饮食，要避免饮
食不当引起的呕血、窒息等，患者在治疗后 12h 可以适当进行流食，
且注意饮食的温度不宜过高，待患者情况稳定，停止出血后，可以
逐渐将患者饮食过渡到普通食物。 

1.3 效果判定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以显效、有效、无效为主，显效表

示患者出血、恶心呕吐等症状完全消失，且胃部检查正常；有效表
示患者相关症状有所改善，但胃部检查仍存在异常；无效表示患者
症状无任何改善，甚至出现加重现象。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包括
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计算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 ）
来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表 1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治疗有效率偏高，（p＜0.05）。 

表 1 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分组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18（36.00） 26（52.00）6（12.00） 44（88.00）
观察组 50 28（56.00） 21（42.00） 1（2.00） 49（98.00）

X2     7.681 
p     0.005 
2.2 患者满意度对比 
表 2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偏高，（p＜0.05）。 

表 2 护理满意度对比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40.00） 22（44.00） 8（16.00） 42（84.00） 
观察组 50 26（52.00） 24（48.00） 0（0.00） 50（100.00） 

X2     17.391 
p     ＜0.05 

3 讨论 
急诊胃出血在临床上属于高危疾病，患者常表现为呕血、便血

或是恶心等，严重时会出现晕厥等症状，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急
诊胃出血的治疗重点在于前期的抢救措施，患者入院时，应结合有
效的护理措施，对急诊治疗起到积极的推动[4]。细节护理是常规护
理改进而来，采取从细节到整体的措施，患者在治疗的同时，也起
到有效的营养补充和日常护理，并同时加强患者的心理疏导，使患
者树立治疗的信心，从而提升治疗效果[5]。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急诊胃出血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
和细节护理（观察组）的对比，结果表明，观察组的护理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且患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 

综上所述，急诊胃出血患者实施细节护理具有极大的优势，患
者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护患关系，

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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