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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在肝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范罗玲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内江

【摘要】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干预应用在肝病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对我院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收治

的 100例肝病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5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措施，实验组

行个性化护理措施，比较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肝功能指标差异、护理满意度与心理情绪评分。结果 实验组

SAS评分与 SDS评分低于对照组，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肝功能各项指标控制较佳，实

验组护理满意度（96.00%）高于对照组（84.00%），P<0.05。结论 个性化护理干预应用在肝病中的效果显著，

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减少负面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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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 Liver Disease Nursing

Luoling Fan

Nei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Neijiang, Sichua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liver diseases.Method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00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2 to May 2023.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measures,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nursing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differences in liver function indicator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control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liver function,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6.00%)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4.00%),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liver diseas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Personalized nursing; Liver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肝病属于临床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之一，如肝硬

化，肝炎等，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近几年，医

疗改革不断推荐，临床护理模式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同时也成为了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1]。个性化护

理主要以患者为中心，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方式，可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护理措施，主要突出患者的

针对性和个性化[2]。肝病护理中加强对患者的个性化

护理，将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情等因素加以分析，

加强饮食指导，并且为患者制定饮食计划，强化心理

干预，缓解患者的幅面情绪[3]，注重健康教育，提高

患者疾病的认知程度，让患者积极主动的配合治疗，

提高临床效果[4]。基于此，本文就对我院收治的肝病

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分析研究个性化护理的应用

效果。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22年 5 月-2023 年 5 月收治的 100例肝

病进行研究，以随机数字表法的形式对患者分组，实

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中最大年龄 69
岁，最小年龄 32 岁，平均年龄（47.88±3.16）岁，男

31例，女 19例，实验组中最大年龄 70岁，最小年龄

31 岁，平均年龄（48.31±3.29）岁，男 29 例，女 21
例，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呈现 P>0.05，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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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根据医师诊断给药，完成

身体检查，结合医生指导，胃患者进行肝治疗，进行

健康指导，提升患者对疾病和治疗的了解，辅助患者

康复。

实验组实施个性化护理措施，①健康教育，给予

患者有关疾病的基本概念，引导他们参加由医疗机构

举办的专题培训，以及通过阅读专业的疾病相关书籍

和视频资料，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疾病，精

准地把握自己的身体状况。此外，护理人员还应该向

患者提供有关疾病的全面信息，积极探究可能还有什

么未被完全掌握的信息，及时给予有效的帮助，进而

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发展。②生活习惯纠正：积极引导

患者改变不好的日常行为习惯，包括改变睡眠时间、

戒除抽烟、酗酒、过度锻炼、控制自己的脾气，培养

患者的心态，掌握一定的情感管理技巧，以期达到更

好的治疗效果，改善健康状况，提高治疗效果。为了

确保患者的快乐和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心理辅导。③

心理疏导，积极地与患者沟通和交流。向患者表达关

注和照顾，以缓解患者的压力，促进患者身体和精神

的恢复。④科学康复：协助患者接受全面健康评估，

根据他们的健康状况，疾病程度，为患者制定饮食习

惯。给予患者适当的膳食。为患者制定科学的饮食方

案与运动方案，通过营养饮食强化患者的身体机能，

通过运动锻炼提升机体免疫力，促进患者身体新陈代

谢，提高治疗效果。⑤同伴教育：护士和医务工作者

应把患者纳入到一个共同的疾病的微信群里，由群主

作为管理，要定期回访，指导患者纠正问题。积极回

应患者的疑惑，帮助他们改善症状，提高康复效果。

此外，护理人员要组织患者之间的交流，让医护人员

利用微信群安排住院患者之间的交流活动，鼓励患者

将自己的感受和痛苦阐述出来，互相分享经验和事

迹。让患者逐渐恢复社交，互相鼓励、安慰，放松心

情，增强对疾病的自我治愈能力。

1.3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对比分析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心理情绪评分以

及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按照 SF-36 评分评估，

各项分数满分为 100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佳。心

理情绪评分用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评估，分数越高

表明负面情绪越严重。护理满意度总分为 100分，分

数越高表明护理满意度越高。对患者肝功能指标（谷

丙转氨酶、总胆红素、谷氨酰转移酶、碱性磷酸酶）进行

测定，比较两组差异。

1.4统计学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分析此次研究数据，

计数资料用率（n%）表示，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

差）表达，行χ2/t检验，若 P＜0.05，证明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呈现

P<0.05。见表 1.
2.2两组心理情绪评分比较

两组护理前心理情绪评分无差异（P>0.05），护

理后，实验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

异呈现 P<0.05。见表 2.

2.3两组肝功能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肝功能 4 项指标均在标准值范围内，控制

较佳，P＜0.05，数值可见表 3。

2.4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比较满意 32例，一般满意 16例，不满意

2 例，对照组比较满意 29 例，一般满意 13 例，不满

意 8 例，实验组护理满意度（96.00%）高于对照组

（84.00%），χ2=4.0000，呈现 P<0.05。
3 讨论

肝病属于常见疾病之一，临床目前还没有完全弄

清楚肝病的起源，而且每一位患者症状、症状的严重

性和可能的致病因素都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每位患者

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变化[5]，使得肝病的诊断和治疗变

得更加困难，且治愈率相对较低。根据临床最新调查

结果显示，大多数肝病患者都会经历持续的心理压

力，包括但不限于焦躁、沮丧、恐惧和抑郁。患者若

想要提高治疗康复率和生活品质，就必须采取有针对

性的护理措施[6]。随着科技的进步，个性化护理已成

为一种全新的护理方法，强调以客观的角度深入了解

患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等情况，并以此作为基础，针

对患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最合适的护理方案，以期达

到最佳的病情改善。

肝病的程度较为复杂，治疗期限较长，若要获得

最佳的治疗结果，就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管

控，包括：科学地指导和管理患者的饮食、休闲娱

乐，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社区健康宣教，以期

达到最佳的治疗结果和最佳的预后[7]。

应用个性化的护理干预，可以满足患者的所有需

要，包括身体、心灵、社会环境方面。个性化护理主

要以人的视野和需要为核心，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治

疗，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和应用自己的护理策略，满

足患者的身体和社会环境的要求。根据临床经验，采

用个性化护理措施能够更好地帮助肝病患者接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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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同时也能够协助患者完成日常的治疗任务[8]。对

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旨在透过提供全面的健

康指导和支持，来改善患者的社会问题。提供专业的

教育，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提升自身的

身心素质。通过加强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患者积极

地应对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压力。采用科学的康复方

法，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帮助患者

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还可以帮助患者合理安排饮

食、锻炼，以及提供充分的营养，提高疾病的治疗效

果；此外，经过与病友的交流，可减轻患者的孤立

感，增加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大大提高疾病的治愈

率。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情感表达 社会能力 肌体疼痛 生理职能

对照组（n=50） 78.03±3.16 77.92±2.58 79.34±3.05 76.11±4.07

实验组（n=50） 86.49±2.77 87.16±3.04 86.53±2.77 87.49±3.12

t 14.2356 16.3864 12.3396 15.691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 2 两组心理情绪评分对比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50） 51.49±5.31 40.49±6.77 49.13±5.62 39.84±4.37

实验组（n=50） 52.35±4.06 28.49±5.38 48.91±5.02 24.99±3.34

t 0.9097 9.8125 0.2064 19.0910

P 0.3652 0.0000 0.8369 0.0000

表 3 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对比

组别 谷丙转氨酶（U/L） 总胆红素（μmol/L） 谷氨酰转移酶（U/L） 碱性磷酸酶（U/L）

对照组（n=50） 40.25±0.39 20.65±0.87 40.29±1.25 92.51±3.05

实验组（n=50） 25.84±1.29 12.85±2.11 28.62±2.04 56.98±4.06

t 75.607 24.165 34.490 49.475

P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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