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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学生的胃炎与饮食调节分析 

程旭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  丰台  100160） 
 

摘要：目的：分析青少年学生的胃炎与饮食调节。方法：应用医学小样本对比分析法，对校医院 2020 年 9 月-2021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青少年学生

为受试评定对象，依照护理路径差别，分为病患数相同的对照组和研究组，给予对照组一般护理干预，给予研究组饮食调节，临床分析两组干预后

的临床效果。结果：研究组和对照组在干预效率上数值对比分别为 100%（50/50）和 80.00%（40/50）统计学意义特征对比明显（P＜0.05)。结论：

应用饮食调节作为胃炎青少年学生患者的有效护理干预方法，对辅助治疗患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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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炎是多发于幽门螺杆菌感染、长期饮酒、劳累、免疫功能异

常等人群的常见病。患者临床常可表现为上腹饱胀、食欲缺乏、呃

逆、嗳气、恶心；其危害程度表现在并发胃出血、胃溃疡、胃癌、

恶性贫血上。青少年学生作为易感和多发人群，采取针对性措施以

达到治疗患者的目的[1-2]。本文为分析饮食调节对青少年学生患者资

料进行实验研究，筛查了校医院 2020 年 9 月-2021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青少年学生胃炎患者为对象，信息整合如下： 

1.一般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材料 

应用医学小样本对比分析法，对校医院 2020 年 9 月-2021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青少年学生为受试评定对象，依照护理路径差别，

分为病患数相同的对照组和研究组。其中对照组和研究组在男女性

别比、年龄、平均年龄上结果值对比分别为 31 例/19 例:30 例/20 例、

（12-17）岁：（11-18）岁、（65.46±0.54）岁：（14.36±0.04）岁。

两小组的一般资料差异较小，此次研究可比性价值较大。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一般护理干预，给予研究组饮食调节，临床分析两

组干预后的临床效果。 

对照组：病人上腹部疼痛，经检查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则采

取标准的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治疗方案；若未合并感染，可常规应

用奥美拉唑/铝碳酸镁等加以治疗。其他原因引起的胃炎，如喝酒，

暴饮暴食，吃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则需忌口，注意保养。 

研究组：日常进食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加以调护，并适度补充

新鲜蔬菜、水果等。急性胃炎期间，必要时给予禁食。避免生冷刺

激性食物，比如冷饮、生蒜、辣椒等。少食用粗糙、粗纤维类食物。

禁饮酒、咖啡和浓茶，以及大量饮用碳酸饮料。鼓励患者多饮水，

防范因呕吐、腹泻等造成的机体水分大量流食；且以糖盐水为好(白

开水+少量糖+盐)。避免饮用含糖过多的饮料，防范因之产生的酸

过多而加重腹痛。频繁呕吐者，可在一次呕吐完毕后少量多次饮水

(单次以 50ml 左右为佳)，避免呕出后体液丢失过大。必要时酌情应

用颠茄片、阿托品、抗胆碱药物等；局部热敷腹部(有胃出血者不用)。

伴腹泻、发烧者适当应用黄连素、氟哌酸等抗菌药治疗。避免暴饮

暴食，慎用易引发胃粘膜药物等。 

1.3 疗效评定 

将效果分为预后复发率和达标率两层级。达标率：患者满意度

较高，疾病控制较合宜，无预后；预后复发率：预后发展为慢性胃

炎。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BMDP（Biomedical computer programs ，生物医学计算程

序）统计学软件包对所有研究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期间计数资料用

%表示，用 X2 验证；其他指标以（`x±s）表示，用 t 检验，以 P<0.05

为统计学研究价值突出。 

2.结果 

2.1 两组干预效率情况 

研究组和对照组在干预效率上数值对比分别为 100%（50/50）

和 80.00%（40/50），有统计学参照价值（P＜0.05)。见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干预效率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预后复发率 干预效率 

对照组 

研究组 

X2 

P 

50 

50 

/ 

/ 

10（20.00） 

0（0） 

6.477 

0.036 

40（80.00） 

50（100） 

6.421 

0.038 

3.讨论 

在本次研究中，饮食调护在青少年胃炎患者的干预管理上，对

辅助治疗患者发挥了突出的效果。原因与饮食调节对增强患者体

质，增强治疗信心，调养患者身体的效果突出。黄伟认为，饮食与

胃炎的发生及发展有密切关系，饮食调节在胃炎治疗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是改善预后的有效办法[3]。志明认为，在个性化饮食保健中，

根据患者自身的实际情况、喜好、饮食习惯、病情等，进行生活习

惯、饮食习惯的改变，帮助患者建立起来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针对患者进行饮食调护，建立其规律饮食的自律性和自觉性，提高

患者对饮食保健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应用饮食调节作为胃炎青少年学生患者的有效护理

干预方法，对辅助治疗患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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