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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中医护理干预在肝硬化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对象共 70例，均为 2020 年 1月到 2021
年 2月期间本院接收的肝硬化患者，按照随机抓阄法均分为两组，组中 35例采取中医护理干预，为观察组，余下 35例采取常
规护理干预，为对照组。结果：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分别为观察组的 94.29%（33/35）和对照组的 71.43%（25/3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护理干预在肝硬化患者的临床应用当中，有效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早
日康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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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在临床中属于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早期阶段患

者的临床表现并不明显，多由慢性干预和脂肪肝迁延发展而

来
[1]
。肝硬化在确诊后表示患者的肝功能已经受到了一定的

损伤，只是不同的病变程度所反应出来的现象各不相同，部

分患者会表现为肝性脑病或消化道出血等现象，严重的甚至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2]
。鉴于此，本文就中医护理干

预在肝硬化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探讨，详细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70 例，均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2 月

期间本院接收的肝硬化患者，按照随机抓阄法均分为两组，

组中 35 例采取中医护理干预，为观察组，余下 35 例采取常

规护理干预，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男女构成比例为 25:10，

年龄区间保持在 38 到 67 岁，均值（46.53±3.87）岁；对照

组患者男女构成比例为 24:11，年龄区间保持在 39 到 67 岁，

均值（45.62±3.94）岁。两组的基线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对比

无明显差异性（P＞0.05），可作对比讨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干预，适当调整患者的饮食

结构，并督促患者养成规律健康的生活习惯，严格督促患者

戒烟戒酒。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实施中医护理干预，详细护理步骤包含（1）

情志护理：详细讲述疾病治疗的原理及步骤，并且让患者认

识到自然转归及治疗现状的进展程度，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让患者认识到心理治疗的原理，让患者自主发现自身负性思

维的模式，并就患者提出来的问题进行解决，增进护患关系，

不但能够提升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还能够增强患者的依从

性。（2）情志疗法：指导患者通过记录、想象等方式进行自

我提问，将心中的想法充分进行分析，将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抛开，接纳正确的思维观念。并督促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

一个平常心，切忌不能大喜大悲伤身。（3）膳食护理：科学

合理搭配患者的饮食结构，可多进食富含高蛋白、高维生素、

以及高热量的易消化食物，辛辣、生冷、刺激性较强的食物

一定要做好忌口工作。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不同护理模式下两组患者的临床改善效果及住院时

间差异，患者经护理后临床症状完全消退，肝功能鉴定结果

恢复正常为显效；患者经护理后临床症状得到改善，肝功能

鉴定结果显示相比治疗前有所缓解为有效；患者经护理后没

有任何改善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有效），并记录两组患

者的不同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 P＜0.05。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显效率为 51.43%（18/35）、有效率为

45.71%（16/35）、无效率为 2.86%（1/35），对照组患者的

显效率为 37.14%（13/35）、有效率为 34.29%（12/35）、无

效率为 28.57%（10/35）；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分别为

观察组的 94.29%（33/35）和对照组的 71.43%（25/35），得

出结果（x2
=18.398，P=0.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也在不断

的提升，大家的健康观念也在不断的增强
[3]
。尤其适用于肝

硬化需要长时间接受治疗及康复的患者，患者经治疗后也容

易出现反复发作的现象，而且疾病呈进行性发展，现如今临

床中也只能通过药物进行控制。 

肝硬化患者在长时间接受治疗及康复的过程中，由于缺

乏对疾病的认知，导致患者容易产生焦虑及抑郁等不良心理

状态，部分甚至会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不利于患者的临床

治疗及预后康复
[4]
。而中医护理干预不但关注患者临床症状

的改善效果，还注重患者心理健康的发展程度，让患者在接

受治疗的同时达到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同步发展，保持良

好的心理状态，促进机体的健康恢复，增强患者生活质量。

在本次数据分析中发现，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分别为观

察组的 94.29%和对照组的 71.43%(P<0.05)；可见，中医护理

干预在肝硬化患者的临床应用中有效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

状，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还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

间，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干预在肝硬化患者的临床应用当中，

患者的临床状况更为理想，建议在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展开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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