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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对麻风病康复者心理状态及自护能力的影响分析 

杨娅丽，李毕禄 

贵州省惠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贵州黔南州 

【摘要】目的 分析对麻风病康复者施以临床护理路径对自护能力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分析对象

选择于 2020.11~2021.11 疾控中心收治、管理的麻风病患者及治愈存活者 58 例，随机数字法予以分组研究，

施以临床护理路径的 29 例患者分入研究组，施以常规护理的 29 例患者分入对照组，对护理效果（护理前

后自护能力、护理前后焦虑评分）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 护理前 2 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比较 P>0.05；护理

后，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明显较高（P<0.05）；护理前 2 组心理状态评分（SAS）比较

P>0.05；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心理状态评分（SAS）明显较低（P<0.05）。结论 对麻风病康复

者施以临床护理路径效果突出，不但可改善患者自护能力，同时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此护理方法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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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mental state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leprosy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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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self-care ability and psycho- 
logical state of leprosy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leprosy treated in CDC from November 
2020 to Nov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45 patients with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45 patients with routine nursing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self-care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scores of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P>0.05); After nurs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self-care abilit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The mental state scores (SDS, SA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were compared (P>0.05); After nurs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ental state scores (SDS and SA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for leprosy rehabilitation has outstanding effect,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This 
nursing method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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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是感染麻

风分枝杆菌所致，主要侵犯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

可导致毁容、残疾、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丧失，

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1]。基于麻风康

复期患者仍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功能、认知功能不强，

且伴有残疾，为使其正常回归社会和生活，需强化

护理干预[2]。伴随近些年来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要求

越来越高，常规护理已经无法满足患者护理需求，

进而本研究转变护理思路，对患者施以临床护理路

径，获得满意的效果，本研究对其护理效果进一步

分析，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对象选择于 2020.11~2021.11 疾控中心收

治、管理麻风病患者及治愈存活者共 58 例，随机数

字法予以分组研究，施以临床护理路径的 29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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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研究组，年龄：（51.00±12.55）岁（22~80 岁），

22 例男，7 例女；施以常规护理的 29 例患者分入对

照组，年龄：（50.50±12.60）岁（22~79 岁），20
例男，9 例女。对研究可比性进行分析：2 组比较

P>0.05，可施以比较研究。 
1.2 方法 
常规护理施以对照组患者，即将麻风病治疗方

法、发病原因、溃疡处理方法、自我护理方法等向

患者讲解，并对药物治疗、鞋袜穿法、康复训练等

进行指导等。 
临床护理路径施以研究组患者，方法为：构建

护理小组，主治医生、责任护士等，小组成员对相

关资料查阅，并对护理经验总结，对护理路径合理、

详细制定；护理路径具体为：在第 1~2 周，对患者

身体状态评估，对生命体征监测，予以系统化健康

宣教和普通饮食，对麻风病发生机制、发展、预防

方法告知患者；第 3~8 周，将伤口换药护理做好，

如果皮肤未破损，则热敷处理；如有破损伤口提供

自我护理用品，指导其学会自我护理；并施以强化

健康宣教，1 次/2 周，对溃疡感染危害性、清洁重

要性重点讲解，学会自我护理，在操作过程中护理

人员要强化护患间的沟通，利用语言开导法、情志

相胜法使其负性情绪得以缓解；第 9~12 周，如果患

者较差身体素质，予以辅导、讨论和咨询，将自护

护理向患者介绍，使其充分掌握护理操作技能和知

识，予以患者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促进患者配合

度提升，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在 1~8 周均对患者自

我护理能力进行评价，利用总结会开展，对护理方

法不断改进。 
1.3 观察指标 
对自护能力进行对比，利用 BI 自护能力评定量

表进行评价，100 分为总分，分数越高越好；对心

理状态进行对比，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

焦虑情绪，50 分为划界分，分值越低心理情绪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 23.0 处理资料和结果中数据，t 对

（ sx ± ）计量数据实施验证，符合正态分析，χ2

对[n（%）]计数数据实施验证，统计学意义以 P<0.
05 为标准，表示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对比自护能力 
护理前 2 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比较 P>0.05；护

理后，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明

显较高（P<0.05）。 
2.2 心理状态比较 
护理前 2 组心理状态评分（SAS）比较 P>0.05；

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心理状态评分（SAS）
明显较低（P<0.05）。 

表 1  自护能力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9 51.33±5.45 86.38±7.20 

对照组 29 51.34±5.40 72.10±6.25 

t  0.007 8.066 

P  0.994 <0.001 

表 2  心理状态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9 60.48±5.19 29.85±5.20 

对照组 29 60.52±5.30 39.90±5.35 

t  0.029 7.254 

P  0.97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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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麻风病为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对患者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均造成严重的影响，患者自护能力直

接影响治疗效果和康复效果。因该病为传染性疾病，

患者会承受较重的身心负担，会产生各种不良情绪，

对治疗依从性造成影响[3]。因此，需在患者治疗和

康复中予以有效的护理干预，但是常规护理效果有

限，无法满足患者护理需求。而临床护理路径效果

较好，结果表明：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

患者自护能力评分明显较高（P<0.05）；护理后，

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心理状态评分（SAS）明显

较低（P<0.05），可见，临床护理路径可改善患者

自护能力和心理状态，主要是由于临床护理路径具

有规范化和系统性，以时间为纵轴，以内容为横轴，

构建一个护理系统，护理人员以此为依据对患者提

供优质的护理服务，以满足患者身心需求，提升患

者认知程度，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并教会患者掌握

自护方法和知识，以便提升自护能力，以促进患者

康复[4]。 
综上所述，对麻风病康复者施以临床护理路径

效果突出，不但可改善患者自护能力，同时可改善

患者心理状态，此护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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