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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慢性乙肝中的运用分析
潘健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要】目的：探究在慢性乙肝护理过程中运用整体护理的效果及价值。方法：从 2018年 6月至 2019年 12月我科开始展开研究调

查，调查针对对象为慢性乙肝；将参与本次研究的 94名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法进行分组，主要分为两组，一组为参照组，有患者 47例，

实施传统式护理；一组为实验组，有患者 47例，实施整体护理，通过对患者依从度和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调查结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临床治疗依从性为 95.74%高于参照组的 78.72%，实验组生活质量总评分（4.17±0.64）明显好于参照组（3.38±0.28），
组间数值存在对比差异，P<0.05。结论：整体护理干预在慢性乙肝护理过程中取得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依从

性，提高护理质量，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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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肝属于一种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以血液传播为主要途

径，会引发肝脏坏死、肝脏纤维化和肝脏炎性反应等，部分患者

还可能会发展为肝硬化，严重者甚至会发生癌变，从而给患者的

生命带来极大威胁；同时此病具有反复发作、治疗难度大等特点，

因此需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并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以提高慢性乙

肝疾病的治愈率[1]。目前，针对慢性乙肝护理主要有传统式护理

和整体护理两种，传统式护理旨在从患者生活出发，根据医生嘱

托实施用药指导、健康教育等方式，从而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促

进患者疾病的恢复。整体护理，注重从多方面进行护理干预，旨

在满足患者的个性化护理需求，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最大

限度的保持患者舒适度，从而提升患者质量[2]。基于此，本文将

两种护理干预方式进行对比，明确在乙肝疾病护理过程中哪种护

理方式更具应用价值，现将取得的具体结果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对象均为慢性乙肝，选取时间从 2018年 6月

至 2019年 12月，将选中的 94名患者纳入本次研究，研究根据

随机分组法平均分为两组，实验组共有患者 47例，参照组共有

患者 47例。两组患者年龄最大值分别为 64岁和 66岁，年龄最

小值分别为 18岁和 20岁，中位年龄分别为 46.8岁和 46.9岁；

其中包括男性患者 30例和 32例；女性患者 17例和 15例；初中

及以下患者 14例和 16例；高中患者 6例和 4例；大学及以上患

者 27例和 27例。两组患者文化程度、年龄等比较，组间数值不

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有进一步分析和对比的价值。

1.2方法

实验组实施的护理干预方式为整体护理，参照组实施的护理

干预方式为常规护理。整体护理干预大致内容为：

（1）心理护理：首先护理人员需评估患者心理情况，并根

据患者的沟通能力、文化程度为其制定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

从而对患者实施全面的心理护理干预；与此同时积极与患者进行

沟通，了解患者存在问题，纠正患者错误思想，使患者保持良好

心态，积极配合护理工作。

（2）基础护理：对于新入院的患者，护理人员需向患者讲

解护理流程、治疗方式、治疗医师等，让患者尽快熟悉住院环境，

减少陌生感；其次需指导患者开水房、卫生间以及淋浴处等相关

位置。

（3）疾病认知干预：针对患者的文化程度，对患者进行一

对一讲解，具体可通过给患者播放视频、发放资料等方式，对患

者展开针对性的教育，让患者明确相关病理知识。其次需对患者

病理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评估，然后将病理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传授给患者，从而提升整体护理水平。（4）护理人员应加强对

患者的探视，若发现存在护理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预防

护理风险。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评估标准包括用药依从、饮食依

从和复查依从 3项内容，分值满分为百分，依从度与分值呈正相

关；观察两组患者生活质量，主要利用我院设计的慢性乙肝护理

调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主要从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

功能、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评估，分值与患者生活质量呈正比[3]。

1.4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整体护理干预效果进行调查分

析，生活质量评分以（ x±s）表示，采用 T检验；依从度以（n，%）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若 P<0.05则代表组间数值存在显著差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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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对比实验组和参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依从性

实验组的临床治疗依从性相较于参照组明显较高，组间数值

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依从性对比详情见表 1

表 1.对比实验组和参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

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度

实验

组
47 40（85.10） 5（10.63） 2（4.25） 45（95.74）

参照

组
47 30（63.82） 7（14.89） 10（21.27） 37（78.72）

X2 6.1138

P 0.0134

2.2对比实验组和参照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总评分较之参照组明显较高，组间数

值存在对比差异时 P<0.05。生活质量对比详情见表 2

表 2.对比实验组和参照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x±s）

组

别

例

数

躯体功

能

角色功

能

情绪功

能

社会功

能

生活质

量总评

分

实

验

组

47
1.96±
0.53

1.84±
0.56

1.56±
0.44

1.44±
0.44

4.17±
0.64

参

照

组

47
1.43±
0.14

1.32±
0.14

1.16±
0.32

1.17±
0.33

3.38±
0.28

T 6.6283 6.1758 5.0403 3.3655 7.7529

P 0.0000 0.0000 0.0000 0.0011 0.0000

3.讨论

慢性乙肝属于肝胆系统中较为常见的多发病，具有治愈率低、

病症易反复发作等特点，患者易出现心理压力过大等现象，不利

于疾病的治疗；加之患者需长期用药，服药期间多数患者会受慢

性乙肝疾病认识不足以及药物副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依从

性较差，从而使治疗措施没有办法全面施展，进而降低患者生活

质量、加重病情，出现治疗无效等现象，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

全。传统式护理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心理状态，

但是未从患者实际出发，取得护理效果有限[4]。

整体护理属于临床上一种新型护理模式，主要从患者心理、

生理、社会等多方面出发，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帮助患

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从而使患者增强治

愈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护理工作，护患之间维持和谐的关系，

降低投诉事件的发生概率[5]。

本次研究表明，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和依从性较之参照组明

显处于优势，组间数值差异较大时 P<0.05。由此可见，整体护理

取得临床效果显著，能够提高患者护理依从度，减轻患者负面情

绪，维持和谐的护理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进而提升患者的生

活质量，临床借鉴性较高。

综上，整体护理对于护理期间的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显著的干

预优势，可改善患者的整体情况，促使患者病情的快速好转，临

床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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