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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营养支持治疗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效果及满意度。方法 本项研究内选取了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本院当中

所进行收治的 56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8）和观察组（n=28）。对照组当中患者实施常规治

疗措施，观察组当中患者实施营养支持疗法，对两组别中患者实施治疗之后的疗效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中患者采取治疗

之后疗效高于对照组中患者，两组别内数据对比之后存在意义（P＜0.05）。观察组中患者护理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中患者，两组别内数据

对比之后存在意义（P＜0.05）。结论 在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过程中，对患者实施营养支持疗法有着较好的疗效，患者的满意度较

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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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重症急性胰腺炎是外科当中常见的一种多发急腹

症，患者患病后将会出现腹痛、恶心呕吐、发热、尿胰酶升高、内

环境紊乱以及继发腹膜炎等等情况，严重的甚至会休克，还会伴发

多器官功能衰竭，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1］。本文正是基于此，选择

了 56 例患者作为对象，研究营养支持治疗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

疗效果及满意度，研究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内选取了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

间本院当中所进行收治的 56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8）和观察组（n=28）。对照组患

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 16 例和 12 例，年龄在 23 岁至 75 岁间，平

均（38.64±4.37）岁。观察组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 15 例和 13

例，年龄在 23 岁至 72 岁间，平均（38.99±4.16）岁。两组别内患

者的一般性资料经过统计学分析之后发现不具备意义（P＞0.05），

可分析。 

1.2 方法 对照组中患者实施常规治疗方式，主要为对患者实施

常规的药物治疗。观察组中患者实施营养支持疗法，主要分为了两

个部分：1、注射营养物：采取静脉注射营养液的方式对患者所需

的营养物质进行注射，患者所注射营养液的配置内容必须依据患者

的疾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2、食疗营养物：对于部分可以进食的

患者必须每天进行营养餐的搭配，依据患者的情况搭配特定的营养

餐，同时，还需要注意在营养餐中配制能够增加食欲的食物，提升

患者的进食欲望。对于无法进食的患者必须进行鼻饲管的放置，鼻

饲管能够深入到患者的胃部或者十二指肠，合氮物合热量物之间的

配比为 1：132，需要依据患者的疾病特性进行调整，提升患者营养

物质的均衡性和多样性。患者进行鼻饲期间也需要进行食欲刺激性

食物的配置。患者需要同时进行食疗和营养液注射。两个组别中患

者均需要观察 60 天。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别中患者实施治疗之后的疗效以及护理

满意度进行对比。患者实施治疗后，覆膜刺激征、反跳痛以及腹部

压痛等等症状完全消失，血糖以及凝血指标均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显

效；患者实施治疗后，所有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血糖以及

凝血指标 水平均明显降低为有效；患者实施治疗后所有临床症状

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出现加重的问题，各类指标也没有恢复为无

效。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显效率和有效率相加。实施医院内部制定

的护理满意度评估表对患者护理满意情况进行评价，分为了非常满

意、比较满意和不满意三个评估层次，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度和比

较满意度相加。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数据处理软件为 SPSS21.0 统计软件，

P＜0.05 说明数据实施对比后有意义，计数资料的表示以及检验方

式分别为%和 x2 检验，计量资料的表示以及检验方式分别为 x±s

和 t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别中患者采取治疗之后的疗效对比 观察组中患者采

取治疗之后疗效高于对照组中患者，两组别内数据对比之后存在意

义（P＜0.05），数据的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别中患者采取治疗之后的疗效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8 17(60.71) 10(35.71) 1(3.57) 27(96.43) 

观察组 28  14(50.00) 7(25.00) 7(25.00) 21(75.00) 

X2 - - - - 5.250  

P - - - - 0.022  

2.2 两组别中患者护理满意程度对比 观察组中患者护理满意

程度高于对照组中患者，两组别内数据对比之后存在意义（P＜

0.05），数据的情况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别中患者护理满意程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28  19(67.86) 9(32.14) 0.0  28(100.00) 

观察组 28  13(46.43) 8(28.57) 7(25.00) 21(75.00) 

X2 - - - - 8.000  

P - - - - 0.005  

3 讨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主要表现为起病急、疾病情况复杂以及死亡

率高，患者的主要症状为胰腺及其周边组织水肿、坏死、出血以及

充血等等。以往的研究发现，对患者实施持续性药物加注将会大大

增加患者体内心肺肾等等脏器的功能负担，影响到治疗效果。营养

支持治疗是一种以当代护理和医疗理念作为基础的治疗理念，该治

疗方式的重点在于通过外部的食疗、注射以及鼻饲等等方式输入患

者所需的体外营养物质，满足患者的营养物质需求［2］。在本项研究

内，选取了 56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n=28）和观察组（n=28）。对两组别中患者实施治

疗之后的疗效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之后发现，观察组中患者采

取治疗之后疗效高于对照组中患者，两组别内数据对比之后存在意

义（P＜0.05）。观察组中患者护理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中患者，两

组别内数据对比之后存在意义（P＜0.05）。 

总而言之，在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过程中，对患者实施

营养支持疗法有着较好的疗效，患者的满意度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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