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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慢性肝病患者治疗效果及
生存质量影响分析

何慧芳，江南南，周欢 *

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北京  100029

摘      要  ：   目的：针对心理护理干预对慢性肝病患者治疗效果及生存质量影响进行探讨。方法：选取我院在2021年8月到2022

年8月收治的3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随机分组，分别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150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化的护理模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通过心理护理干预，以此来对于患者前后的治疗效果、SCL-90量表

评分和生存质量为观察指标，对两种护理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对比。结果：和护理前相比较，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

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经对比后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SCL-90量表各项

心理状态评分、生存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经对比后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针对慢性肝

病患者来讲，通过心理护理干预，不但可以对于患者的负面心理状况可以缓解，对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可以改

善，在临床当中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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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survival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Methods: 30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group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1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care 

mode,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care,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SCL-90 scale score and survival quality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ffect of the two nursing programs 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y using the SCL-90 scale 

score and quality of survival as observation index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re-care period,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 the 

SCL-90 scale scores and quality of survival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In term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not only 

reliev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pati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in the clinic.

Key words :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hronic  liver  disease  patients;  treatment  effect; 

quality of life; impact

慢性肝病是一类常见的疾病，其病程较长，治愈难度大，患者身心长期受到折磨，会背负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而负面情绪又会引起

一系列连锁反应，会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影响疾病的治疗和康复，降低其生存质量。诸多研究表明恰当的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慢性肝病

患者病情具有积极作用，在临床中要注意提升护理服务，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的心理干预。心理护理是一项人性化护理模式，目前已在

多科室推广应用，取得了不错的干预效果，然而目前关于心理护理模式对慢性肝病患者应用效果的报道较少，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科

学研究。本研究具体介绍心理护理在慢性肝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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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2021年8月到2022年8月收治的300例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随机分组，分别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患者150例，对照组中包含83例男性和67例女性患者；年龄

27 ～ 72岁，平均年龄为53.28±5.26岁；病程1 ～ 9年，平均病

程为5.06±0.52年；疾病类型：慢性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

病、酒精性肝硬化、药物中毒性肝炎、肝炎后肝硬化和原发性肝

癌分别为109例、9例、13例、9例、7例和3例；文化程度：小

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分别为15例、25例、75例、

35例。干预组中包含88例男性和62例女性患者；年龄28 ～ 74

岁， 平均年龄为53.34±5.20岁；病程1 ～ 10年， 平均病程为

5.14±0.49年；疾病类型：慢性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

酒精性肝硬化、药物中毒性肝炎、肝炎后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分

别为110例、9例、12例、10例、8例和1例；文化程度：小学及

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分别为14例、27例、74例、35

例。本次研究在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下进行。

纳入标准：①均以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会、肝病学

分会制订的疾病相关诊断标准为依据，经临床实验室检查和影像

学检查等方式综合确诊；②所有患者均充分知晓本次研究，且自

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③患者依从性良好。

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严重障碍；②合并

精神障碍和意识障碍者；③合并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④合并急性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和

肝癌等并发症；⑤合并梅毒和艾滋病等疾病者；⑥合并听觉和语

言功能障碍者。

应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后，未见显

著差异（P＞0.05），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二）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常规健康指导和常规健康

宣教，为其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给予基本的心理安抚，给予生

活上的帮助，加强病情监护。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心理护理：①提升患者疾病认知

度。患者的心理状况和自身免疫功能强弱决定病程，因此需正确

了解肝病，不能过度紧张或焦虑，及时放下内心的包袱，保持情

绪稳定，多注意休息，均衡身体营养。只要患者经过科学规范性

治疗，就能让病情得到控制，并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同时多数

慢性肝病患者为中老年人，其健康意识缺乏，对自身病情的认知

度和重视度不够，治疗依从性和治疗信心也受到影响，会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治疗效果和预后。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健康宣

教，通过一对一宣教、健康讲座等方式向其普及慢性肝病知识，

还可发放健康手册，对于患者及家属疑问要耐心解答。②针对性

心理疏导。多数慢性肝病患者心理负担较重，会给疾病的治疗和

改善造成不利影响，护理人员要加强与其交流、沟通，争取赢得

其信任，并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护理人员要分析患者产生负

面情绪的原因，进而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要给予患者语言安

慰和鼓励，还可结合听音乐、户外锻炼、文娱活动等方式减轻

其心理负担。护理人员要还要充分尊重患者，耐心倾听其诉求，

与患者沟通时保持耐心，态度要温和，要最大限度帮助其建立康

复信心。③心理护理要渗透进患者日常生活中。多数患者对自身

病情缺乏了解，隔离治疗时易产生恐惧、紧张情绪，护理人员要

向其介绍进行隔离治疗的原因，并强调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同时

还要给予其系统的饮食指导，介绍可能加重肝脏负担的食物，结

合患者饮食喜好为其制定食谱。酒能助火动血，长期饮酒，尤其

是烈性酒，可导致酒精性肝硬化。因此，饮酒可使肝病患者病情

加重，并容易引起出血。④社会支持。要嘱咐家属和亲友多关

心患者，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并引导其融入社会，多参加社交 

活动。

（三）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治疗效果、SCL-90量表评分和生存质量。

SCL-90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等10项因子，每项因子

评分按症状轻与重依次记为1—5分。总分10—50分，评分值越

高表明受检者心理症状越重。采用 Stewart的生命质量调查量表

来评价生存质量，共36个问题，8个生存质量因子，分数越高，

生存质量越高。

疗效判定标准：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肝功能明显改善为显

效；症状改善，肝功能指标改善50%以上；达不到上述标准甚至

恶化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率。

（四）统计学方法

资料处理软件选择为 SPSS21.0，以卡方检验、t检验评估同

类计数资料［n（%）］与正态计量资料（ ±x s ）的差异性，P

＜0.05时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两组 SCL-90量表各项心理状态评分、生存质量的比较

实施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SCL-90量表各项心理状态评分、

生存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经对比后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表2。

表1  两组 SCL-90量表各项心理状态评分的比较（ ±x s ）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人际关系敏感 26.57±6.73 30.94±7.24

躯体化 35.72±5.42 38.53±6.23

强迫症状 21.64±5.26 25.77±7.16

抑郁 39.84±5.64 41.42±6.54

恐怖 19.33±3.59 22.32±5.84

偏执 17.93±5.17 19.74±6.67

焦虑 30.13±6.39 36.23±7.82

敌意 17.47±5.97 21.67±6.41

精神病性 29.29±6.48 30.86±7.31

其他 2.61±0.79 6.43±1.69



护理园地 | NURSING GARDEN

050 | MED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表2  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x s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生理功能 51.22±11.34 44.29±15.95

心理功能 66.58±26.39 40.58±16.96

疼痛情况 46.58±13.24 39.65±9.38

健康情况 55.67±16.57 48.32±21.39

生命力 55.39±18.24 43.76±24.35

社会功能 54.58±11.36 40.68±8.46

情感功能 55.89±26.35 39.28±18.49

身体健康 51.28±11.67 43.27±16.45

（二）两组治疗效果的比较

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经对

比后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治疗效果的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7（74.00） 12（24.00） 1（2.00） 49（98.00）

对照组 18（36.00） 16（32.00） 14（28.00） 36（72.00）

x2 8.23

P 0.000

三、讨论

慢性肝病在临床中比较常见，具体包括慢性肝炎、肝腹水等

类型，其危害性较大，会对肝脏形成慢性变态性损害，患者多会

出现易疲劳、面色偏黄、恶心呕吐、头晕、腹痛等症状。慢性肝

病难以治愈，患者身心会备受折磨，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

情绪，并形成恶性循环。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因而肝气疏泄

不畅，出现相应情绪变化，所以肝炎患者正确对待现实，对待自

己，要有康复信心，周围人群也要关心爱护病人，自己要适时调

节自己的情绪。当人情绪低落时，免疫力不断下降，造成肾上腺

素分泌异常而损害机体的主要器官肝脏，从而进一步影响肝细胞

的再生及肝脏的代偿能力，不利于肝病的治疗与恢复。现代医学

不但重视对患者的治疗，还重视护理服务对其病情的影响，诸多

专家学者都认为恰当的护理服务有助于改善慢性肝病患者病情，

主张对其实施高质量、人性化的护理干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们健康意识普遍提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对护理服务水平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的常规护理模式缺点日益暴露出来，如

何做好临床护理工作，逐渐医护人员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临

床中也探索、总结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科学的新型护理模式，并

在临床中不断推广应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常规护理模式的核

心是“疾病”，只注重对疾病本身的护理，其护理措施单一、不

够灵活，无法照顾到患者心理感受，不能把握心理健康与疾病康

复之间的关联，因此护理质量比较有限。

心理护理已成为重要治疗辅助手段。常规护理多从膳食指

导、药物指导等方面进行护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治疗效

果，但因慢性肝病患者病程长，在治疗过程容易出现悲观、焦

虑、绝望等负性情绪，甚至想放弃治疗，因而抓住患者心理动态

进行心理疏导尤为关键。心理护理跟新时期下“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契合，其要求护士站在患者立场，从患者需求出

发，在对其心理状态和病情等基本情况准确判断下，结合患者心

理情况，给予针对性心理疏导，有效消除患者紧张、烦躁、悲观

等情绪，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治疗信心和依从性。心

理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具备过硬专业技术、伦理学、道德学和、心

理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相关知识，扩大知识面，以更好应对各

种心理状态下患者的护理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对慢性肝病患者

实施心理护理，还需要借助健康宣教、家属沟通、良好的沟通护

理技巧的实施，使患者提高对肝病的认识和感受到来自家人、社

会的关爱，树立其治疗信心，促进病情恢复。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予以肝病常规护理形式，观察组患者

在肝病常规护理同时注重根据患者心理状态实施个体化疏导。结

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SCL-90量表各项心理

状态评分、生存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心理护理干预对慢性

肝病患者护理中的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其

生存质量，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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