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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护理干预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 
姚珍 

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肿瘤消化内科  贵州铜仁  554100 

摘要：目的：探究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应用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20 年 6月－2021 年 10 月于我院接受肝硬
化治疗的患者 60 例，按照 1:1 随机分组法分为参照组 30 例应用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 30 例应用专业的临床护理干预，对比
两组患者 SCL- 90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对比两组患者 SCL- 90 评分，试验组各项评分均低于参照组，p＜0.05；对比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试验组各项指标评分较参照组更优，p＜0.05。结论：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应用专业护理干预，能
够有效消除患者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对加快患者治疗和恢复进程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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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是由一种或者多种病因

长期作用造成的
[1]
。当患者的肝硬化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引

发肝功能衰竭等情况，进而出现肝性脑病、癌变等并发症
[2]
，

给治疗和护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而疾病的反复发作，患者

自身缺乏相关知识，自我的护理能力较低，容易影响患者后
期病情的转归

[3]
，因此对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尤其

重要，本文为探究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应用护理干预的临
床效果，现选取我院 60 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并将其结果进
行详细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从 2020年 6月到 2021年 10月我院接收的肝硬化患者中

随机选取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分组，参照组患者
30 例，男 22 例，女 8例，平均年龄（53.69±1.25）岁；试
验组患者 30 例，男 20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52.93±1.03）

岁。对比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对患者身体各项指
标进行监测，对患者进行用药和进食指导等。 

试验组患者应用专业的临床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1、

健康宣讲。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及家属介绍病房环境，主治
医师等基本情况，介绍肝硬化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以及治
疗方案等，使患者充分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提升患者对治

疗的依从性。2、心理疏导。护理人员需要评估患者的心理状
态，在患者出现心理问题时，及时给予鼓励、安慰，提供心
理上的支持。同时指导患者进行肌肉放松训练，分散患者注

意力。3、用药指导。护理人员发放药物时，耐心地将药物的
作用以及注意事项进行告知，叮嘱患者按量且严格地按照医
嘱进行用药，保证用药安全。4、饮食指导。了解患者的饮食

习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饮食计划，向患者及家属说明饮食
健康的重要性，介绍各类食物的成分以及营养价值。对于存
在静脉曲张的患者，督促其进行软食，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

对于存在血氨高的患者，督促其减少摄入蛋白质；对于有腹
水的患者，督促其减少摄入盐分。 

1.3 观察指标 

通过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估，评
分与心理状况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通过 SF-36 生活质量评定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进行

评估，评分与生活质量水平呈正相关。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所有指标应用统计学 SPSS25.0 进行分析，两组患

者 SCL-90 和生活质量水平评分用 sx  表示，用 t 进行检验；
结果以 P＜0.05 代表两组间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SCL-90 评分对比 
试验组患者 SCL-90 各项评分较参照组评分均明显更低，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 SCL-90 评分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强迫症状 焦虑 抑郁 偏执 精神病性

试验组 30 1.35±0.51 1.52±0.65 1.51±0.37 1.12±0.26 1.42±0.71

参照组 30 1.89±0.81 1.93±0.49 1.87±0.43 1.72±0.51 1.98±0.83

t / 3.090 2.758 3.475 5.741 2.808 

p / 0.003 0.007 0.001 0.000 0.006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评分较参照组均明显更高，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试验组 30 89.37±5.17 90.28±5.68 90.34±5.72 92.63±5.48

参照组 30 77.53±5.08 82.65±5.47 77.58±5.64 72.68±5.39

t / 8.947 5.299 8.700 14.215 

p /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肝硬化失代偿患者存在病程长、病死率较高等特点，给

患者的心理和生理方面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4]
。临床上治疗此

类疾病，一般采用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
明显。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常会产生负面情绪，对治疗失去信

心，因此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
[5]
，还要对

其实施科学专业的护理干预。 
本文主要通过与患者沟通、提高患者认知、心理疏导和

用药及饮食干预几个方面进行的，以此来改善患者的心理自
卑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结果表明，较参照组，试验
组患者 SCL-90 各项指标评分更低，生活质量水平评分更高，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应用护理干预，能够

缓解不良情绪，提高生活质量水平，有很重要的临床推广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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