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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乙肝患者护理的运用效果研究
朱育秀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观察在乙肝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性化护理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次研究调查均为我院乙肝患者，调查时间

从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10月，将 80例患者按照数字编序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有 40例患者，接受常规乙肝护理为参照组，一

组有 40例患者，接受人性化理念护理服务为实验组，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的相关数据。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

差异较小，P>0.05。实验组患者焦虑（36.8±2.8vs44.6±2.9）、抑郁评分(40.6±2.7vs50.2±2.8)与参照组相比明显较低，且实验组患者

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参照组，组间数值差异较大时 P<0.05。结论：人性化护理能够改善乙肝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

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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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患者属于临床常见的慢性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发

病率及致死率，以肝区疼痛、腹胀、乏力为典型的临床症状，目

前尚无治疗乙肝的特效药，治疗期间患者易产生焦虑、自卑等情

绪，不利于预后效果，加之部分人群对乙肝患者有一定的偏见，

从而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患者负面情

绪，提升患者及家属对乙肝疾病的认知，使患者保持乐观状态和

精神面貌，从而促进患者病情的好转[1]。目前，针对乙肝患者临

床比较常见的护理干预方式为常规乙肝护理和人性化乙肝护理，

两种护理干预措施均可起到抵抗病毒的效果。基于此，为分析两

种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价值，我院特选取部分乙肝患者进行对照

研究，现将具体取得的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针对我院患有乙肝的患者展开研究调查，调查时间段为 2018
年 8月至 2019年 10月，将其按照数字编序法平均分为两组，实

验组有患者 40例，参照组有患者 40例。实验组患者年龄最大值

为 75周岁，最小值为 22周岁，平均年龄为（44.9±7.9）岁；患

者最长病程为 14年，最短病程为 6个月，平均病程为（5.6±7.4）
年；其中包括 20例男性患者和 20例女性患者。参照组患者年龄

最大值为 73周岁，最小值为 20周岁，平均年龄为（44.7±7.6）
岁；患者最长病程为 16年，最短病程为 8个月，平均病程为（5.4
±7.6）岁,其中包括 18例男性患者和 22例女性患者。两组患者

年龄、性别等比较，组间数值差异较小时 P>0.05，有进一步分析

和对比价值。

1.2方法

参照组所有患者均实施常规乙肝护理，大致内容为对患者进

行用药指导，对患者身体各项指标进行严密监测等。实验组所有

患者接受人性化乙肝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环境

护理。定期为患者打扫病房卫生，及时清理病房内垃圾和污物，

常给患者病房通风，确保病房内空气流通，其次给患者营造舒适

的住院环境，保证医疗机械摆放整齐，以降低护理风险。（2）优

化健康教育。根据患者文化程度和家庭背景等对患者采取科学的

一对一健康教育方式，具体通过给患者播放视频、发放小册子等

方式，让患者对健康知识有所了解，并根据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掌

握程度不断调整教育方案，以提升患者健康知识水平。（3）用药

干预。护理人员需向患者讲解用药时间、用药方式以及用药注意

事项，同时对患者用药后反应进行观察，及时记录用药情况，调

整用药方案。（4）饮食干预。根据患者喜好以及具体情况，为患

者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让患者多食清淡、营养系列餐食，然后

让其遵循少食多餐原则，告知其尽量不要食用刺激类食物，减少

肝脏刺激因素。同时若患者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则需鼓励患者

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3观察指标

（1）患者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主要采用焦虑、抑郁

自评量表对其进行评估，分值与患者心理状况呈反比。（2）观察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主要利用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

对其进行评价，评估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方面为非常满意，一方

面为一般满意，以方面为不满意[2]。

1.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对护理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焦虑、抑郁评分采用（ x±s）表示，总体满意度采用（n，%）

表示，组间对比分别采用 T和卡方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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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乙肝护理和人性化乙肝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抑郁

评分

护理前，实验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较之参照组差异较小，

组间数值不存在显著差异性 P>0.05。护理后，人性化乙肝护理的

实验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的参照组，组间数

值存在较大差异时 P>0.05。

表 1.常规乙肝护理和人性化乙肝护理干预前后

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 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焦

虑评分

护理后焦

虑评分

护理前抑

郁评分

护理后抑

郁评分

实验

组
40 56.9±4.4 36.8±2.8 66.1±4.4 40.6±2.7

参照

组
40 57.2±5.6 44.6±2.9 66.9±4.2 50.2±2.8

T 0.2664 12.2376 0.8318 15.6092

P 0.7906 0.0000 0.4081 0.0000

2.2对比实验组和参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实验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较之参照组明显较高，组

间数值存在较大差异时 P<0.05。

表 2.对比实验组和参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

组
40

30
（75.00）

9（22.50） 1（2.50）
39

（97.50）

参照

组
40

30
（75.00）

2（5.00） 8（20.00）
32

（80.00）

X2 6.1346

P 0.0132

3.讨论

乙肝属于病程较长、病症易反复发作，且具有传染性的一种

疾病，发病率较高。此疾病不仅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极其不利，还

易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具有治疗难度大、社会上易受到歧视等

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从而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导致

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进而对护理效果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3]。

常规护理属于传统护理干预方式，虽能够实现对患者的基础护理，

但是患者心理状况往往得不到有效改善，致使护理效果受到影响

[4]。人性化护理属于较为科学的护理干预模式，注重患者的切身

感受，从患者角度出发，为其提供具有人文关怀的优质护理服务，

从而减轻患者不适感，增强患者治愈疾病的信心，使其在良好情

绪状态下积极配合护理工作，确保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5]。

本次研究表明，实验组患者护理后抑郁、焦虑评分以及护理

服务满意度较之参照组明显处于优势，组间数值存在较大差异时

P<0.05。由此可见，针对乙肝患者而言，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方

式可促进患者身体康复，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提升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程度，临床价值较高。

综合以上言论，人性化护理模式在乙肝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

取得显著效果，可使患者保持良好心态，提升患者对护理服务的

满意程度，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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