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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管理在肝病患者护理中的实施研究

杨春秀 张妍嫔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疾病及肝病科 云南昆明

【摘要】 目的：探究在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运用临床护理路径管理的效果和评价。方法：选取于

2018.6月~2020.2月期间在我院入住的患有肝病的患者，共计 72 例，将患者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6例。对照组患者是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则是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

管理方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依从性，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依从性

高达 97.22%，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 69.44%。此外，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也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结论：在对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管理，能够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促进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提高，对护理管理的效率和水平提高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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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evalu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management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liver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72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tween June 2018 and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ith 3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s high as 97.2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69.44%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are also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fied with nursing work than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implementing
clinical nursing path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promot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work, and also have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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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主要是由于生活环境、遗传因素、病原微

生物、以及自身机体变化所引起的脏器病变，该疾

病具有患病率高、病程周期长、治疗难度大的特点，

且容易造成患者的多器官衰竭、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因此，在肝病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需要注重对

患者的有效护理，制定出更加全面、系统、优质的

临床护理模式。而临床护理路径作为一种全新的护

理模式，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对于护理质量和护

理水平提高具有显著作用。临床护理路径，是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护理理念的更新和优化，进

http://ijnr.oajrc.org


杨春秀 张妍嫔 临床护理路径管理在肝病患者护理中的实施研究

- 263 -

而制定出的更加全面、系统的整体护理模式，且明

确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原则，开展具有针对性的

临床护理方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8.6 月~2020.2 月期间在我院入住的

患有肝病的患者，共计 72例，将患者按照不同的护

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6例。对

照组 36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 20例，女性患者为

16 例，年龄 28~72 岁，平均年龄为（42.13±6.02）
岁；观察组 36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 18 例，女性

患 者 为 18 例 ， 年 龄 26~75 岁 ， 平 均 年 龄 为

（43.27±6.13）岁。根据所患疾病进行分类，肝硬化

为 29例、乙型肝炎为 22例、丙型肝炎为 21例。纳

入标准：经临床检验后 72例患者均符合肝病确诊标

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乏力、恶心、食欲减退等肝

病临床症状。除肝病外不存在其他如心肺疾病、精

神疾病等影响因素。排除标准：拒绝参与本次实验

的患者。存在精神类疾病、以及无法配合实验的患

者。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所患疾病等一般

资料信息，存在较大的差异，（P＞0.05），且无统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

则是在采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

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1）入院当天

在患者的入院当天，护理人员首先要做好病房

环境的准备工作，将病室的温度、湿度、光线等调

至合适的程度，进而能够营造出一个舒适、温馨的

病室环境。其次，需要向患者介绍住院期间的相关

事情，即包括了科室信息、病房环境等在内的各项

注意事项，使患者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疾病，

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1]。同时，需

要注重于患者相处的态度和情绪，及时的观察到患

者出现的各种不良情绪，与患者进行深入的交流，

疏导患者的心理负担，减轻患者产生的焦躁、恐惧

等情绪。

（2）住院期间

在患者的住院第二天，需要进行健康宣教，即

包括了肝病相关知识、治疗措施、护理方式等在内

的各项信息，具体可以通过宣传视频、健康手册等

方式来进行，从而能够提高患者对肝病相关信息的

认知[2]。同时，需要在护理期间注重对患者心理状

况和情绪的观察，及时发现患者因疾病所产生的不

良情绪，并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使患者打开心结，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配合医护人员。另外，在住

院期间，还要注重对患者的饮食指导、活动指导、

用药指导等，以促进患者治疗效果的提升。

（3）出院当天及出院后

患者出院当天，需要对患者进行出院指导，即

包括了在出院后的用药指导、饮食指导、运动休息

等，并安排患者进行定期的复诊[3]。除此之外，在

患者出院后，护理人员需要进行定期的随访，了解

患者的疾病控制情况，以及是否有其他病情变化等。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作为本次实

验的观察指标。依从性主要是包括了患者对用药、

检查、活动等护理内容的配合程度，主要是分为了

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和不依从三部分，依从率为完

全依从率和部分依从率相加[4]。护理满意度的调查

通过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调查，由患者或者家属进行

填写，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将各项指标和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后，使用统计

学软件 SPSS20.0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将得出的结

果使用 t值进行检验，当结果（P＜0.05）时，表示

两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患者依从性对比（%）

组别 例数
完全

依从

部分

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 36 23 12 1 97.22

对照组 36 11 14 11 69.44

X2值 13.045

P值 ＜0.05 ＜0.05 ＜0.05 ＜0.05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依从性，可知观察组患者

的依从率为 97.22%，对照组患者的依从率为

69.44%，说明使用临床护理路径对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具有显著效果，且两组患者的数据对比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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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2.2 患者满意度调查

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观察组患者，非常满意为

20 例、满意为 14 例、不满意为 2 例，满意度为

94.44%；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患者，非常满

意为 15例、满意为 12例、不满意为 9例，满意度

为 75%。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两

组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

3 讨论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有了全新的变

化，对于临床护理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由此造

成了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护理需求的

现象，必须要进行更新和优化[6]。而临床护理路径

则是一种新型的护理干预方式，与传统的常规护理

模式相比，具有更加全面、系统、规范的特点，且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原则，

明确循证医学的护理依据，使护理工作的针对性得

到强化，能够有效的避免护理失误现象的发生，对

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具有显著作用[7]。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对于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

使用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对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增

强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等方面不具备良好的护

理效果，而采用临床护理依据的管理模式，能够根

据患者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护理模式，降低患者

在住院期间出现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改善患者

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对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依从

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有助于实现护理满

意度的提升[8]。总之，在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

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管理的方式，能够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可以在临床进行推

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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