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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慢性肝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效果分析

孙 岩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淮河

【摘要】目的 针对慢性肝病患者的开展护理指导，关注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成果。方法 试验

将选取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慢性肝病患者作为试验对象，共计选取 50例。采用随

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5例。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而观察组患者则采用护理

干预措施，随后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结果 由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要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的满意度，且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的 SDS评分以及 SAS评分要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慢性肝病患者采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时还能够有效

地降低患者的焦虑以及与抑郁情绪，应用价值显著，可进行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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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Yan Sun

Huaihe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HenanHuaihe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25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then compar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DS score and SAS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can be wide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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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临床当中慢性肝病患者越来越多，该疾

病的发病较为缓慢并且病程时间较长，大多数患者在

确诊的时候，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中后期。其较为常见

的并发症为消化道出血、肝癌破裂出血等严重情况，

与此同时患者还会存在严重的不是，因此一般而言慢

性肝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往往较差[1]。但是对于慢性肝病

来讲，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稳定治疗，且需要在护

理对策的优化下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积极的配合

治疗。本实验将选取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慢性肝病患者

作为试验对象，对于慢性肝病患者采取优质的护理指

导，可针对患者的身心问题进行纠正，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试验将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月期间在我

院进行治疗的慢性肝病患者作为试验对象，共计选取

50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25 例。其中对照组当中有男性患者 14例，有女

性患者 11例。患者的年龄区间在 39岁至 65岁之间，



孙岩 护理干预对慢性肝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效果分析

- 125 -

其平均年龄为（51.3±2.7）岁。观察组当中有男性患者

13例，有女性患者 12例。患者的年龄区间在 40岁至

66岁之间，其平均年龄为（52.6±1.8）岁。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本实验将采用分组对比的方式进行，其中对照组

常规护理，主要包含用药指导、生活护理、出院指导、

健康宣教等[2]。其中观察组患者将采用针对性护理干

预，具体如下：首先，对患者进行认知干预，大多数

的患者以及家属对于慢性肝病并不了解，还会自行查

阅网络信息，但却缺乏真实性的判断能力。这就需要

护理人员针对患者和家属加强健康教育，促使其正确

的认识慢性肝病，了解治疗的主要措施。同时还需要

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在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会

存在有焦虑以及抑郁的情绪，心理负担过重对于病情

的恢复有不利的涌向，因此护理人员应当将治疗的方

式以及护理的方式和优点告知患者，促使患者的负面

情绪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3]。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注

意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掌握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

以及护理需求，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全面的评估，

根据患者的年龄、家庭关系状况、教育背景、职业为

其进行个性化的心理干预，在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

保持和蔼的态度，面带微笑。自我安慰和纾解可以缓

解疾病的发展，指患者可以抱着希望和期待去看待

疾病，减轻患者的痛苦，促进疾病的康复。护理人

员应该鼓励患者学会并掌握自我安慰的技能和观

念，培养患者的兴趣爱好，给予患者更多的鼓励，

安慰与鼓励，多站在患者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引导

患者家属多陪伴患者，多与患者进行交流，增加感

情，关心关爱患者，使患者可以充分感受到家庭的

温暖。其次，对患者进行饮食护理干预，科学饮食有

助于提升身体素质，故而护理人员要建议患者以清淡

饮食为主，且要易于消化，在补充能量的同时，不能

增加患者的肠胃负担，要坚持少食多餐的原则，降低

患者治疗期间的身体不适感。通过调整三餐时间、三

餐食物选择和搭配、三餐量来补充营养，并且重视

慢性肝病患者在营养代谢上的需求。特别要注意多

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尽量以高维生素、低脂肪、低

糖及适量的优质蛋白为主，且配合足量的矿物质、

氨基酸等食物的摄入。同时还需要对患者的日常生活

进行护理，指导患者改正不良的生活习惯，调整精神

状态以及戒烟戒酒，避免疾病情况恶化。最后需要指

导患者谨遵医嘱进行用药，在患者出院之前也不能忽

视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在遵从医嘱下进行用药治疗，

稳定疗效[4]。

1.3观察指标

本实验将主要观察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

对比两组患者的 SDS评分以及 SAS评分。采用四级评

分法，在焦虑量表中则有焦虑、躯体疼痛、乏力、面

部潮红、睡眠障碍等 20个项目，在抑郁量表中包括了

精神病性情感、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

心理障碍。分值越高代表，焦虑或者抑郁情况越严重。

1.4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的相关数据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处理，对于其中计量资料则采用（χ±s）进行

表示，组间对比进行 t检验；对于其中计数资料采用%
进行表示，组间对比进行χ2检验；且（P＜0.05）表示

差异具有统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数据分析，观察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 24
（ 96.00%）要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 21
（84.0%），且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的 SDS 评分以及

SAS评分要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P＜0.05）。如下表 1所示：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 SAS评分及 SDS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SDS评分 SAS 评分

观察组 25 41.29±5.31 36.34±4.11

对照组 25 67.41±5.29 51.82±6.55

t / 21.354 19.163

p / ＜0.05 ＜0.05

3 讨论

慢性肝病在发病的早期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仅仅会有少数患者会出现发热、体虚、恶心、肌肉痛

等症状，但是并不能引起患者的注意。患者往往在确

诊的时候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在临床当中大多

数采用抗病毒治疗以及抗肝纤维化疗，但是能够治愈

的希望渺茫，且预后水平往往不如人意，这就会导致

患者情绪低落，缺乏信心。同时，患者也要承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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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痛楚，面对不同情况下的并发症，此时则会加

重负面情绪，导致治疗推进速度减慢[5]。在护理期间，

心理护理过程中的想象疗法是一种更具创新性的方

式，指导患者意念想象、深呼吸、正念冥想等，使

患者处于深度放松的状态，进一步减轻精神压力。

引导患者想象自己肝病不断被改善，身体逐渐康复，

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进一步促进患者的

恢复，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与医学模式的转变，

社会对于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水平已

有了更高的需求。以往常规的护理方式，仅仅是按

部就班的帮助患者进行后续恢复，人文关怀较少，

治疗效果因此往往达不到临床理想状态。在治疗期

间，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的良好治疗环境，可以让

患者的身心都保持在放松状态，间接提升了患者的

治疗依从度。本实验主要分析了对于慢性肝病患者采

用护理干预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效果，在实验当中所

采用的针对性护理干预主要包含认知干预、心理干预、

饮食干预、以及出院指导，这是所推出的一种新兴的

护理模式，主要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6-8]。

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更高，且护理之后观

察组患者的 SDS 评分以及 SAS 评分要显著优于对照

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值

得一提的是，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

并展开个性化的心理指导，进一步减轻患者的消极

情绪。由此可证明在针对性护理指导下对患者的情绪

状态和认知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注重饮食干预，这

样有助于慢性肝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整体改善，实现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改善[9-10]。

综上所述，对于慢性肝病患者采用护理干预能够

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降

低患者的焦虑以及与抑郁情绪，应用价值显著，可进

行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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