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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探讨优质护理等方法在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在

我院感染科住院的80例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40）和观察组

（n=40）。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质量

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为（6.91±1.42）分，对照组患者的睡眠质量为（5.81±1.91）

分，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活质量包

括躯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会功能、认知功能、应对方式、心理健康评分分别为14.91±2.42、16.91±1.42、

15.87±1.36、16.21±1.44、15.98±1.41、16.36±1.87，明显高于对照组躯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应对方式、心理健康评分12.81±2.91、13.81±1.91、12.41±1.25、13.99±1.55、12.41±1.69、

12.66±1.47，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优质护理干预后能够改善老年肝病合并睡眠障

碍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增强护理效果，促进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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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and	other	method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of	 liver	disease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Methods:	Eighty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of	 liver	disease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0)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0)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ized	

numerical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leep	quality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91±1.42)	 points,	 and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5.81±1.91)	points.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en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luding	 physical	 health,	 emotional	 health,	 soci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scores,	were	14.91±2.42,	16.91±1.42,	15.87±1.36,	16.21±1.44,	15.98±1.41,	

16.36±1.87,	 respectivel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physical	 health,	 emotional	 health,	

soci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were	12.81±2.91,	 13.81±1.91,	

12.41±1.25,	 13.99±1.55,	 12.41±1.69	and	12.66±1.47,	 respectively.	 The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combined	with	sleep	disorders,	

enhance	the	effect	of	nursing	care,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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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在我院感染科住院的80例老年

肝病睡眠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

组（n=40）和观察组（n=40）。对照组中男22例，女18例，年龄

66-75岁，平均年龄（68.61±4.52）岁；观察组中男25例，女15

例，年龄60-79岁，平均年龄（67.44±4.41）岁。所有患者均符合

《中国慢性肝病临床实践指南》中关于老年肝病的诊断标准。排除

合并有精神疾病、肿瘤、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器官系统疾病

的患者。对照组中共有12例患者存在睡眠障碍，其中男性8例，女

性4例；平均年龄（70.3±5.4）岁；观察组中共有14例患者存在睡

眠障碍，其中男性12例，女性4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病

情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年龄≥60岁的感染科老年肝病患者；诊断为肝病

且伴随睡眠障碍；同意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或精神疾病，无法配合研

究；存在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可能干扰研究结果；无法提供完

整的临床资料或无法保持联系。

（二）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

理干预：（1）在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中，评估患者的状况

包括了解患者的肝病程度、睡眠障碍类型、生活习惯、认知情况、心

理状态和家庭支持等，通过评估，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需求，为制

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提供依据。（2）心理护理干预在感染科老年肝

病睡眠障碍患者的护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心理

压力，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进而影响睡眠质量。护

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倾听他

们的诉求，给予理解和关爱。同时，通过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患者

树立积极的心态，提高应对疾病的能力。（3）护理人员应关注病房

的清洁、卫生和舒适度，确保空气流通、温度适宜、光线柔和等环境

因素的适宜性 [4]。此外，降低噪音、减少光线的刺激也是改善患者睡

眠质量的关键。可以通过安装隔音设施、调整灯光亮度等措施来创造

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4）对于疼痛的护理，护理人员应密

切观察患者的疼痛程度和规律，及时记录并向医生汇报。在医生的指

导下，可以采用适当的非药物或药物方法来缓解疼痛，如冷敷、热

敷、按摩等非药物方法，以及使用止痛药等药物治疗方法。同时，通

过与患者交流，帮助他们掌握疼痛管理的技巧和方法，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5）护理人员应向患者传授睡眠卫生知识，帮助他们建立良

老年肝病患者合并睡眠障碍的发生率较高，对睡眠质量和患者的生活质量都有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可能会引发多种并

发症。睡眠障碍的发生和老年肝病患者合并存在多种基础疾病有关，且临床表现多样 [1]。在进行临床护理时，需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

情况给予个性化护理。优质护理指的是以患者为中心，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护理方式，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本次研

究通过对老年肝病合并睡眠障碍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后，结果显示，采用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老年肝病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

活质量。具体报告如下。

好的睡眠习惯和睡前仪式。指导患者避免过度疲劳和兴奋，保持适当

的运动量，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尽量减少夜间唤醒的次数等。此外，

还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等方法来纠正不良的睡眠习惯和观念，提高

患者的睡眠质量。（6）护理人员应全面了解患者的肝病状况和治疗

方案，遵医嘱进行治疗和护理。在护理过程中，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

和自身认知情况，提供必要的健康教育和指导 [5]。同时，与医生保持

密切沟通，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和护理计划，确保患者的基础疾病得到

有效控制和管理。（7）协助医生制定合理的用药方案，确保患者按

时服药。同时，向患者及家属讲解药物的名称、作用、用法用量以及

注意事项等信息。在用药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和病情变化，

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反应和并发症。加强与医生的沟通协作，确保药

物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8）通过建立完整的监测记录制度，护

理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患者的异常状况。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

征、症状变化等指标的变化情况

（三）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质量评分、生活质量评分。采

用睡眠质量量表（SF-36）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分，主要包括入睡时

间、觉醒时间、夜间醒转次数、日间活动量等方面。其中，入睡时

间为患者入睡前30min，觉醒时间为患者觉醒时，夜间醒转次数为

患者夜间醒转次数之和，日间活动量包括起床时间、休息时间、运

动时间等。评分标准为0为非常不符合睡眠障碍；1为符合睡眠障

碍；2为不符合睡眠障碍。总分范围为0-7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

的睡眠质量越好。生活质量评分，主要包括躯体健康、情感健康、

社会功能、认知功能、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6个方面。其中躯体健

康主要包括活动能力、日常生活能力、疾病情况和疼痛情况；情感

健康主要包括对他人的态度和与家人的关系；社会功能主要包括情

绪表现、人际关系和参与活动能力；认知功能主要包括学习能力和

记忆力；应对方式主要包括情绪控制能力、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适

应能力；心理健康主要包括情绪调节能力和心理韧性。总分为120

分，每项20分，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 t检验，计量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 x2

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为（6.91±1.42）分，对照组患者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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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质量为（5.81±1.91）分，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对照

组，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较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评分

观察组 40 6.91±1.42

对照组 40 5.81±1.91

T 3.083

P <0.05

（二）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的生活质量包括躯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会功能、

认 知 功 能、 应 对 方 式、 心 理 健 康 评 分 分 别 为14.91±2.42、

16.91±1.42、15.87±1.36、16.21±1.44、15.98±1.41、

16.36±1.87，明显高于对照组躯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应对方式、心理健康评分12.81±2.91、13.81±1.91、

12.41±1.25、13.99±1.55、12.41±1.69、12.66±1.47， 两 组 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所示。

表2：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躯体

健康

情感

健康

社会

功能

认知

功能

应对

方式

心理

健康

观察组

（n=40）

14.91±

2.42

16.91±

1.42

15.87±

1.36

16.21±

1.44

15.98±

1.41

16.36±

1.87

对照组

（n=40）

12.81±

2.91

13.81±

1.91

12.41±

1.25

13.99±

1.55

12.41±

1.69

12.66±

1.47

T 4.102 8.238 11.847 6.636 10.259 9.83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三、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肝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由于肝病的影响，许多老年患者会出现睡眠障碍，这不仅影响了他

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如何有效地护理这些患

者，成为感染科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优质护理等方法在

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的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为（6.91±1.42）分，对

照组患者的睡眠质量为（5.81±1.91）分，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

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通过实施优质护理，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的睡眠

质量得到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于通过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

系，倾听他们的诉求，给予关心和关爱，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

碍患者的焦虑情绪得到有效缓解，护理人员还通过心理疏导和支

持，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心态，提高应对疾病的能力，进一步减

轻焦虑情绪，提升睡眠质量。罗志 [6] 研究表明，优质护理能够

提升患者睡眠质量，患者入睡时间缩短，夜间觉醒次数减少，睡

眠深度增加，睡眠总时长延长，这不仅缓解了患者的睡眠障碍问

题，还有利于肝病的康复和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改善。

本研究中，观察组的生活质量包括躯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会

功能、认知功能、应对方式、心理健康评分分别为14.91±2.42、

16.91±1.42、15.87±1.36、16.21±1.44、15.98±1.41、

16.36±1.87，明显高于对照组躯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应对方式、心理健康评分12.81±2.91、13.81±1.91、

12.41±1.25、13.99±1.55、12.41±1.69、12.66±1.47， 两 组 比 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实施心理护理、疼痛

护理、睡眠指导等干预措施的过程中，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

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主要是由于优质护理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

健康，还注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患者能够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

困扰，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提高自我管理能力。魏新

荣 [7] 通过全面了解患者的肝病状况和治疗方案，遵医嘱进行治疗和

护理，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

黄珍 [8] 等研究表明，优质护理还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和自身认知情

况，提供必要的健康教育和指导，促进病情恢复。

除此之外，金霞 [9] 等研究表明，优质护理的实施能够增加

感染科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的满意度，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专业

性、关爱度和沟通效果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患者在接受护理过

程中感受到尊重和关爱，积极参与护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高

护理效果和患者满意度。在优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与感染科

老年肝病睡眠障碍患者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 [10]。通过密切的

沟通和互动，护患之间建立起信任和理解的关系，优化了护患关

系，这种良好的护患关系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

增强护理效果，促进患者的康复。

综上，采用优质护理干预后能够改善老年肝病合并睡眠障碍

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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