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5 

·46· 

循证护理模式对艾滋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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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对艾滋病患者采用循证护理模式对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的有效性。方法：研究时间为 2019.07- 2020.08，
研究对象选择我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方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 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研究组采用循证护理模式。观察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变化和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实施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自
我管理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生活质量评分方面，干预后研究组患者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对
艾滋病患者采用循证护理模式，有效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并改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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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的症状十分复杂，目前尚未研制出痊愈患者

的特效药。所以多数患者依靠长期服药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但存在一定的潜在并发症风险
[1]
。很多患者由于缺乏相关用

药和护理知识，造成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出现恶化。

因此需对患者采取有效护理方式。为此，本文对艾滋病患者

采用循证护理模式进行探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19.07-2020.08，研究对象：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 100 例艾滋病患者。基于随机方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其中研究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4:26，

平均年龄为（27.42±2.56）岁。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23:27，

平均年龄（27.67±2.10）。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研究组采用循证护理模式。

具体方法：（1）建立护理循证小组，根据患者个体差异制定

针对性护理计划。（2）向患者及家属介绍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了解传播途径、临床表现等，加强对疾病的认知水平。（3）

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选择合适方式宣泄内心压力，树立坚

定的治疗自信心。同时与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增强对患者的关

心程度。（4）指导患者保持个人卫生，防范交叉感染，并合

理控制饮食，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采用自我管理能力量表对患者经护理干预前后的自我管

理能力情况，主要评估内容包含对疾病的认知程度、用药依

从性以及情绪管理等方面。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的自我管理能

力越强。利用艾滋病生活质量量表（HIV/AIDSQOL-46）评估

患者生活质量，包含一般感觉、身体状态、社会状态以及心

理状态等维度，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对研究中的计量数据采用 SPSS20.0 专业软件进行处理，

并进行行 t检验，以( sx  )表示。当 P＜0.05 时，说明数据

有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经干预后，两组评分均有提高。组间比较，研究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52.23±6.02 98.25±9.21 

对照组 50 51.89±6.74 74.14±7.16 

t  0.2660 14.6140 

P  0.7908 0.0000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经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如表 2 所示，

研究组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一般感觉 身体状态 社会状态 心理状态 

研究组 50 35.54±6.20 66.53±8.45 40.25±5.21 47.54±4.65

对照组 50 30.11±5.74 60.24±5.64 36.62±6.23 42.52±3.96

t  4.5443 4.3779 3.1605 5.8117 

P  0.0000 0.0000 0.0021 0.0000 

3 讨论 

艾滋病是当前世界上备受关注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其是

由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导致人体免疫系统遭受破坏，

丧失免疫功能，对患者生命安全构成较大的威胁
[2]
。近年来

艾滋病发病率不断升高，导致患者生命安全面临较大威胁。

同时多数患者对疾病认识存在一定不足，自我管理能力较差，

影响生活质量
[3]
。在临床中采用循证护理模式，可依据科学

研究结果，提出问题，进行实证和应用，为患者采取最佳护

理措施。 

在本次研究中，以我院收治的 100 例艾滋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并对研究组采取循证护理模

式，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经干预后，研究组的自我管理能

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循证护理按照科学

依据对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法，并通过心理干预、生活行

为干预、教育宣传等，能够提高患者对艾滋病的认识水平，

提高自我管理效果。同时两组患者在生活质量评分方面，研

究组各项评价分数均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循证护理

可改善患者的一般性感觉，并改善身体状况，在社会以及家

属的支持下，提高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减少不良心理情绪，

有利于提升治疗有效性。 

综上所述，对艾滋病患者采用循证护理模式，可有效的

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并积极改善生活质量。在临床中具

有较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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