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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肝性脑病患者中使用预防护理方法，探究该护理方法的有效性。方法：将我院 2016 年 4 月~2019 年 8 月收治的 54 例肝性

脑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对照组（27 例，常规护理）和观察组（27 例，预防护理），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转归率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转归率较高，数据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肝性脑病中使用预防护理效果突出，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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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性脑病是在代谢紊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神经系统综合病

症，其对于患者生命安全具有较大影响[1]。科学合理的使用护理方

法，能缓解患者病情，达到病情转归的目的。本文将我院 2016 年 4

月~2019 年 8 月收治的 54 例肝性脑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预防

护理在肝性脑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6 年 4 月~2019 年 8 月收治的 54 例肝性脑病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7 例。对照组：

男 17 例，女 10 例，年龄 42~80 岁，平均年龄（60.32±1.32）岁；

观察组：男 16 例，女 11 例，年龄 43~79 岁，平均年龄（60.88±1.26）

岁。患者一般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可以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办法，即监测患者病情，然后按照医生

嘱咐给予患者用药观察，叮嘱患者多休息。 

观察组：采用预防护理办法，护理措施为：（1）对患者实施心

理护理，消除患者恐惧、焦虑等负面心理，该过程中，若患者存在

焦躁不安症状，可适当应用毒性较小的镇静剂；（2）对患者实施饮

食控制，要求为患者提供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同时饮食清淡、易消

化，确保肠道环境为酸性[2]。（3）在护理中应严格预防感染问题发

生，当出现此类情况时，采用抗生素进行预防。（4）针对消化道出

血的患者，应及时的对其进行止血和输血治疗护理，在止血后，还

应通过生理盐水对肠内的积血进行清理，以此来减少氨的吸收。（5）

当患者出现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时，应对其进行纠正处理，同时

针对水肿、腹水患者，应实施利尿和放腹水控制，确保液体静脉输

入速度合理，此外，还应确保患者大便畅通。 

1.3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护理后患者转归率，临床中肝性脑病患者根据

临床表现分为 1~4 期，分别为前驱期、昏迷前期、昏睡期和昏迷期。

本试验中，从 4 期往 1 期后退为优，护理前后无变化为量，从 1 期

向 4 期发展为差。转归率=（优+良）/总人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sx ± 表

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c2 检验；P＜0.05 表示数据差

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护理后患者转归率对比见表 1，由表可知，观察组患者转归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显（P＜0.05）。 

表 1 护理后两组患者转归率对比（n，%） 

组别 优 良 差 转归率 

对照组（n=27） 2（7.40） 7（25.93） 18（66.67）9（33.33） 

观察组（n=27） 11（40.74） 6（22.22） 10（37.04）17（62.96）

c2 / / / 4.75 

P / / / ＜0.05 

3、讨论 

作为肝功能衰竭的终末表现，肝性脑病会使得患者出现意识障

碍、昏迷等问题；这种疾病基于肝病产生，对于患者中枢神经系统

具有极大损害。从发病特征来看，其不仅具有病情重、合并症多的

特点，而且预后效果较差，患者的死亡率较高[3]。临床实践中，为

缓解患者在生理、心理上的痛楚，需对其开展具有较高低质量的护

理。 

预防性护理是当前较为实用的一种护理手段，将其用于用肝性

脑病患者护理，护理人员会结合患者病情，有针对性的制定护理计

划，并从基础护理、饮食、心理、诱因、并发症等多个方面实施护

理，这有效地保证了护理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于患者

转归具有较大影响。如在饮食护理中，护理人员会给患者提供蛋白

质较少的食物，这是因为蛋白质摄入过多，会使得人体的肝脏负荷

加重，并导致血液中血氨浓度增加，肝性脑病患者肝功能不全，蛋

白质过多不利于患者疾病预防，在饮食中预先控制蛋白质摄入，能

保证患者生命安全[4]。同时，预防性护理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使

得患者始终保持较为积极地治疗心态。此外，通过感染控制、消化

道出血控制、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控制等内容的把控，有效地提升了

患者护理质量。如在抗感染控制中，针对发生感染的患者实施抗生

素治疗护理；在消化道出血控制中，为患者准备流质、半流质食物；

此外预防护理关注患者利尿、放腹水、排便管理，这为患者转归创

造了条件。本次试验中，对观察组患者实施预防性护理，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患者转归率为 62.9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3.33%。

可见预防性护理效果较为突出。通过这次护理，体悟到：熟练掌握

临床护理操作技能对于缓解患者病情具有较大影响，作为一名护理

人员，应积极地学习先进护理知识，掌握护理技能，并在与患者沟

通的同时，总结经验，开发新的护理方案，可有效提升护理质量，

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综上所述，在肝性脑病患者护理中，采用预防护理效果突出，

其能增加患者转归率，提升护理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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