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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采用护理康复处方联合

创新型护理干预的临床有效性分析

凌 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乙肝肝硬化时代长期患者采用康复护理联合创新型护理干预的临床有效性。方法：从我院 2018年 3月至 2019
年 9月收治的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中随机抽取 120例患者，经计算机数字抽样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即单一组和联合组，每组各

60例，单一组患者采用康复护理方法，联合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施加创新型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依从性、SAS（焦

虑自评量表）评分和 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结果：联合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和依从性明显高于单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联合组患者 SAS评分和 SDS评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采用康复护理联合创新型护理干预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况具有改善作用，能有效提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

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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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肝硬化是感染乙肝病毒后由于病理特征的不同所引发

的，在乙肝肝硬化早期肝功能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仍然可以

代偿，但随着病情不断发展，其代偿限度越来越小，在乙肝肝硬

化后期，由于超出肝功能的代偿限度，就会进入乙肝肝硬化失代

偿期。在失代偿期的患者具有较高病死率，因此患者通常会伴随

着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同时由于患者对相关知识较为缺乏，

依从性较低，会加剧肝功能的恶化，影响护理效果[1]。对乙肝肝

硬化失代偿期患者采用适宜的护理干预，能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

提升患者依从性，从而提升护理质量，保证其临床效果。本文旨

在探究康复护理联合创新型护理应用于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

者中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8年 3月至 2019年 9月我院所收治的乙肝肝硬化

失代偿期患者 120例，分组方式为计算机数字抽样法，组间分布

为单一组（n=60）与联合组（n=60）。联合组患者男 33例，女

27例。最高年龄 77周岁，最低年龄 53周岁，平均年龄（66.13
±4.26）周岁。最长病程 10年，最短病程 4年，平均病程（7.19
±2.33）年。单一组患者男 34例，女 26例。最高年龄 78周岁，

最低年龄 55周岁，平均年龄（66.19±4.28）周岁。最长病程 12
年，最短病程 5年，平均病程（8.26±2.63）年。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得出

P>0.05，组间差异不显，可进行对比。纳入标准：（1）经我院相

关医学检查均符合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诊断标准；（2）患者家属

在知晓本研究内容基础上，自愿签署相关协议；（3）经过三个月

的抗病毒治疗。排除标准：（1）有沟通障碍、认知障碍、精神障

碍者；（2）具有原发性肝癌者；（3）发病前伴有凝血功能障碍者。

1.2方法

单一组患者采取康复护理方法，具体内容有：患者入院后护

理人员要积极为患者做好相关指导，发放健康宣传手册，让其在

家中静养，并定期在患者社区进行健康宣教活动，尽量要求患者

参加，为患者普及相关病理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定

期进行社区服务，传授患者家属有关康复护理的相关技巧，做好

康复护理干预，并在社区内成立家庭康复护理小组，指派护理专

家对家庭康复护理小组组内成员进行知识指导，如果社区内没有

社区医疗结构，则医院可以定期安排医护人员进行社区服务，讲

解相关护理知识。

联合组患者在单一组的基础上施加创新型护理干预，具体内

容有：（1）心理干预：护理人员要积极与患者展开良好的交流与

沟通，利用自身的沟通技巧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并适当调节患

者的不良心理，改善其悲观情绪，叮嘱患者家属经常陪伴患者，

多给予患者鼓励，增强患者的自信心；（2）生理护理：为患者创

建一个良好的病房环境，定期通风、清洁、消毒，为患者播放一

些较为轻柔的音乐，抚慰患者的心理，从而促进患者生理舒适度，

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护理人员要积极为患者进行全身按摩，用

温水对患者皮肤进行擦拭，勤换患者衣物和被单，避免形成压疮；

（3）饮食指导：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需要叮嘱患者控制好蛋

白质的饮食量，加强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食物的摄入，减少食

用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给予患者正确的饮食指导，保证患者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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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指标

经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依从性、SAS评
分和 SDS评分。

1.4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均采用 SPSS23.0进行分析，生活质量

评分、依从性、SAS评分、SDS评分均采用（ X ±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数据均采用%表示，行卡方检验，P>0.05说明无统计

学意义。

2结果

2.1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和依从性

经护理，联合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和依从性显著高于单一组，

P<0.05，见表 1。

表 1：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和依从性（ X ±S）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依从性

联合组 60 82.36±4.33 72.92±2.71 92.63±5.18

单一组 60 75.26±4.13 66.41±2.62 85.16±5.33

t 9.1909 13.3777 7.7851

P 0.0000 0.0000 0.0000

2.2对比分析两组患者 SAS评分和 SDS评分

经护理，联合组患者 SAS评分与 SDS评分显著低于单一组，

P<0.05，见表 2。

表 2：对比分析两组患者 SAS评分和 SDS评分（ X ±S）

组别 例数 SAS（分） SDS（分）

联合组 60 38.26±4.16 36.13±4.28

单一组 60 44.36±4.39 46.63±4.26

t 7.8126 13.4686

P 0.0000 0.0000

3讨论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肝造成长期反复的刺激就会形成乙

肝肝硬化，乙肝肝硬化对患者的肝脏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一般多

发于中老年群体中。由于乙肝肝硬化具有病程长的特点，随着病

情逐渐发展进入失代偿期，在这个期间通常具有并发症多、病死

率高、预后差等特点，需要施加有效的护理干预控制病情发展，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2]。做好康复护理能够有效提升临床效果，

使患者及患者家属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应对疾病，采取合理、有效

的护理干预进行生活方式、日常活动的调整，有效避免患者由于

不良心理状况导致加重病情[3]；创新型护理通过掌握患者的心理

变化能够针对患者心理开展护理干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护理理

念，优化服务内涵，丰富护理方式，给予患者人性化、细致化的

护理干预，能够获得患者的高度认可[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联

合组患者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单一组；联合组患者

的 SAS评分和 SDS评分显著低于单一组。

综上所述，对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采用康复护理联合创

新型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日常生活

质量和对护理人员的依从性，对提升医院护理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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