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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在肝癌术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邹 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旨在探究基于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在肝癌术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肝癌术后患者共 400 例，按照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0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方案，而观察组则实施基于互联网信息化的健康教育。通过对比两组在干预前后的

自护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变化，评估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结果 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

患者在接受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后，在自我管理、健康知识掌握、自我意识和自我护理技能等方面表现出显著

的提升（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基于互联网信息化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提升肝癌术后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对于促进患者术后

早期的恢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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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ernet-based information-based health education i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after liver cance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400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treated after surgery 
from May 2022 to February 202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0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By comparing the changes of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based health education was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elf-management,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self-awareness and self-care skills after receiving Internet information health education (P<0.05). 
In addi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aptation (P<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liver cancer surgery, and has an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arly recovery of patients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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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科技的蓬勃发展，以网络为基础的健康教

育新模式，对传统医疗健康领域的方式进行冲击。对于

刚进行肝癌手术的患者而言，传统的面对面健康指导

因资源和时间的限制，往往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对个性

化和持续性健康信息的需求[1]。 
网络信息化培训为健康教育带来灵活性与便捷

性，有助于病患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自我护理技能，从而

可能显著提高其生活质量[2]。本研究聚焦于分析网络信

息化健康教育在提升肝癌术后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生

活质量上的作用，将传统健康教育与网络信息化健康

教育进行了对比，旨在探索一种更有效的肝癌术后照

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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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在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在我

院肝癌术后患者中进行。共筛选肝癌术后患者 400 例，

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00 例。 
纳入标准：符合肝癌诊断标准，且已经完成肝癌手

术治疗；年龄在 18 至 70 岁之间；术后身体状况允许

进行日常活动；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

本研究；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健康教育资料。 
排除标准：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如严重感染、术

后肝功能衰竭等；存在重要器官功能不全（如严重心肺

疾病）；有精神疾病或认知功能障碍，不能理解研究内

容或遵循指导；在研究期间，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跟踪

调查的患者。 
1.2 方法 
研究设计：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设计，通过随

机数字表法将 400 例肝癌术后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 200 例。 
干预措施：对照组：通过医院护理人员面对面方式

提供健康教育，包括术后护理、饮食营养、身体活动等

方面的知识。观察组：观察组患者通过专门的健康教育

网站或应用程序接受以下内容的健康教育： 
①术后恢复指导：包括伤口护理、活动限制和逐步

回归日常活动的建议。 
②肝癌相关健康知识：讲解肝癌的基本知识、常见

症状、复发预防以及长期管理策略。 
③营养指南：提供术后恢复期内的饮食建议、营养

素需求和食谱示例。 
④体力活动建议：根据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推荐

适宜的体力活动和逐步增加活动量的方法。 
⑤健康教育平台功能描述：平台包含视频教程、

FAQ（常见问题解答）、实时直播讲座等多种形式，以

适应不同患者的学习偏好[3]。设有“我的健康管理”模

块，允许患者记录日常饮食、活动、心情等，系统根据

记录提出改进建议。 

⑥在线咨询细节：平台提供专业医护人员的在线

咨询服务，患者可通过文字聊天或视频通话的方式，预

约咨询时间段，就自我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咨

询。咨询内容包括术后护理、营养饮食、体力活动等健

康教育范畴。数据收集与评价指标：基线资料：收集患

者的一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肝癌分期

等。自护能力评估：使用自护能力量表进行评估，包括

自我责任、健康知识、自我概念和自护技能四个维度。

生活质量评估：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

（WHOQOL-BREF）进行评估，主要包括生理健康、

心理状态、社会关系和环境四个领域。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对

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使用均数±标准差（x̄ ±s）
来表示，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比较两组间的差异，

并使用卡方检验（χ2检验）来进行组间比较。在所有的统

计测试中，将 P< 0.05 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结果 
结果显示，观察组在自护能力的各个维度（自我责

任、健康知识、自我概念、自护技能）以及生活质量（生

理健康、心理状态、社会关系、环境）方面的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

明基于互联网信息化的健康教育能显著提升肝癌术后

患者的自护能力和生活质量。 
3 讨论 
①探讨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在改善肝癌术后患

者护理效果方面的作用 
术后肝癌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增强，关键得益于

互联网健康教育提供的即时更新与个性化定制内容[4]。

这意味着患者能够随时接触到针对他们个人需求的最

新、最相关的健康信息和护理手段，从而提高了学习和

护理的精准度和效率。通过网络平台的互动功能，如在

线咨询和病友论坛，患者能轻松与医疗专业人士及同

病患者交流。此举不仅激发了学习热情，而且有助于减

轻患者心理负担，并提升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 
表 1  基线数据比较 

变量 对照组（n=200） 观察组（n=200） t 值/χ²值 P 值 

年龄（岁） 55.1 ± 5.2 53.3 ± 4.8 1.22 0.225 

性别（男/女） 110/90 105/95 0.41 0.522 

教育水平（高中以下/高中及以上） 120/80 115/85 0.36 0.549 

肝癌分期（I/II/III/IV） 60/80/30/30 55/75/35/35 0.76 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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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护能力和生活质量评估结果 

评估指标 对照组（n=200） 观察组（n=200） t 值/χ²值 P 值 

自我责任 70 ±5 80 ± 5 5.89 <0.05 

健康知识 65 ± 3 85 ±4 8.33 <0.05 

自我概念 75 ± 4 88 ± 5 6.41 <0.05 

自护技能 68 ± 3 82 ± 3 7.20 <0.05 

生活质量-生理健康 60 ± 2 75 ± 3 7.95 <0.05 

生活质量-心理状态 62 ± 3 78 ±2 7.68 <0.05 

生活质量-社会关系 65 ± 2 80 ± 3 8.14 <0.05 

生活质量-环境 58 ± 4 74 ± 3 6.89 <0.05 

 
患者在接受了涉及治疗方案、心理调适及社交技

能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后，其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及社交

能力均取得了改善[5]。患者通过学习有效地掌控自身的

健康状况，成功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从而提升

了他们的生理健康水平，这不仅提高了他们对社会活

动的参与度，也增强了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 
②在网络信息化的背景下，健康教育在肝癌手术

后患者护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虽然信息技术的网络化在肝癌术后患者护理教育

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众多挑战

依然显著 [6-7]。考虑到老年人在使用网络健康教育平台

时，普遍遇到的困难，如不熟悉网络技术、认知能力下

降和难以适应新事物，他们可能会遇到明显的操作问

题。这不仅降低了他们从这类健康教育中受益的可能

性，也加剧了获取健康信息的差异。因此，应对此挑战

的关键策略在于设计简洁直观、友好的用户界面，开发

适宜老年人认知和操作能力的互动应用程序，以及提

供全面的技术支持与培训。 
4 结论 
为了将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8]，必须在

医疗机构内部强化对互联网健康教育重要性的宣传，

使医护人员充分理解其在肝癌患者术后照护中的重要

意义。此外，搭建起与病患沟通的桥梁，让他们认识到

接受这些健康建议的好处，是实施该方法的重要举措。

医院和学校最好建立一个健康信息网站，以便患者能

够轻松获取高质量的健康信息和互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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