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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护理用于病毒性肝炎患者中的效果

蒋雯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病毒性肝炎采取全面护理后产生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在 2020 年 3 月到 2022 年 3 月接受的 100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其中 50%采取一般护理，设定为对照组，50%采取全面护理，

设定为观察组。分析两组护理后产生的效果差异。结果：观察组护理后 SAS、SDS 评分明显降低，观察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降低，观察组护理后 QOL 评分明显增高，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病毒性肝炎采取全面护理能够改善患者不良心理，提高生活水平，护理效果较明显，并且还能达到患者护理满意目的，值得

临床重视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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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Viral Hep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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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for viral hepatiti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viral
hepatitis who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50% of them received general care and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50%
received comprehensive care and were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effec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QOL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Viral hepatitis to take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psychology,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nursing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nd can achie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nursing purpose,
worthy of clinical attention and adoption.
Keywords: Comprehensive nursing; Viral hepatitis; Effect; Analysis; General care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病变为主

的一种传染疾病。临床上表现为恶心、食欲减退、上腹部不

适、乏力等。病毒性肝炎对患者机体影响较大，同时还会影

响心理状况，给家庭，社会，医疗带来沉重负担。病毒性肝

炎治疗和护理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重点。对病毒性肝炎患

者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能够改善心理状况，对治疗具有促进

作用。全面护理为临床创新护理措施，具有整体性，完善性，

将其应用于病毒性肝炎护理中，能够发挥独特护理优势[1]。

此次研究则分析病毒性肝炎采取全面护理后产生的效果。详

细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在 2020 年 3 月到 2022 年 3月接受的 100 例病

毒性肝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其

中 50%采取一般护理，设定为对照组，50%采取全面护理，

设定为观察组。分析两组护理后产生的效果差异。对照组男

26（52%）例，女 24（48%）例，年龄范围 40 岁到 70 岁，

平均年龄 51.20±2.12 岁。观察组男 27（54%）例，女 23（46%）

例，年龄范围 42 岁到 73 岁，平均年龄 51.23±2.14 岁。两

组基础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1）均知晓本文研究内容，目的。（2）通

过影像学、实验室等检查确诊为病毒性肝炎。

排除标准：（1）精神异常，沟通困难，认知障碍。（2）

合并其他严重脏器疾病。（3）临床资料不完善。（4）中途

退出。（5）配合度较低。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一般护理，观察组实施全面护理。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对患者病情进行观察，为患者提供合理饮食计划，

注意到避免患者情绪的较大变化，可在细节上注意避免出现

情绪激动或是过度劳累等情况。护理人员可为患者详细讲解

疾病发生原因等。护理人员需对为每位患者讲解药物治疗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服药时间需提醒患者正确服用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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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

主要内容：（1）建立全面护理小组，选择一名资历丰

富的护理人员担任护理组长，带头协助有关护理工作。对小

组成员进行培训，保证均能够掌握护理方法和有较高的护理

职业素养。（2）制定全面护理计划，根据患者机体状况制

定全面护理计划，全面护理计划主要包括：休息指导、饮食

指导、心理指导以及并发症护理、出院指导、健康教育。（3）

休息指导，根据患者病情状况提醒患者注意适当休息，保证

充足休息时间，良好精神状态。对于急性肝炎患者，引导卧

床休息，选择平卧位姿势，增加肝脏血流量，减少体力消耗。

（4）饮食指导，告知患者标准、合理饮食重要性。根据机

体状况，饮食喜好建立饮食计划。病毒性肝炎患者饮食保持

丰富营养、易于消化、清淡饮食，禁止辛辣食品，戒烟戒酒，

保持大便通畅。选择适当热量、可口、清淡类食物，比如：

小米粥，面条等。对于慢性期肝炎患者，给予清淡饮食，低

脂、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高碳水化合物、易于消化饮食。

对于重症肝炎患者，给予碳水化合物支持治疗，饮食给予半

流质、流质、清淡、易于消化的食物。对于腹水患者，饮食

上控制盐摄入。（5）心理护理，护理人员积极和患者沟通，

交流，深入了解内心真实想法，综合评估心理状况。根据评

估结果制定心理护理计划。护理人员在和患者交流过程中保

持温和态度，足够耐心，尽量满足患者需求。引导聆听舒缓

音乐，通过缓解不良情绪。引导进行深呼吸放松，快速缓解

压力。深呼吸放松方法：患者坐正位，左手置于胸部，右手

置于腹部，均匀呼吸到右手感觉腹壁气上升到三分之二位置，

再慢慢吐气到左手感觉胸部上抬到最高点。（6）并发症护

理，注意观察病人皮肤、粘膜、巩膜黄染及大、小便颜色、

性状的变化，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予以处理。对长期卧床

患者进行翻身，拍背，肢体按摩，促进血液循环。做好患者

并发症风险评估，对于存在潜在发生风险的患者及时处理，

降低诱发因素。（7）用药护理，向患者讲解药物目的、作

用、注意事项、不良反应、适应症等。制定专门的服药卡片

和服药盒。指导患者定量、定时进行服药，避免出现多服药

或者未按时服药、漏服药的情况。（8）健康教育，护理人

员自制图片、小视频等，向患者讲解病毒性肝炎诱发原因、

治疗方法、护理重要性等。使其能够正确认识病毒性肝炎，

纠正患者错误想法。（9）出院指导，做好院后患者用药、

饮食、护理等方面指导。告知患者院后坚持服药重要性。提

醒患者定期进行尿常规、肝功能检查，注意保持良好饮食习

惯和作息习惯。

1.3 观察指标

根据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分析

两组护理前，护理后心理状况变化。SAS、SDS 评分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心理状况越差。

分析两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心律失常、上

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心律失常+

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其他）/总例数。

根据生活质量评分表（QOL）分析两组护理后生活水平

变化。主要从心理状态，生理健康、社会关系三方面进行分

析。每方面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生活水平越好。

根据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分析两组护理满意情况。满意度

总分为 100 分，90 分以上为十分满意，60 分到 90 分为基本

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总

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两组护理前，后心理状况变化，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

生理健康评分、社会关系评分），并以（ sx  ）表示，率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

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

得出结果，观察组护理后 SAS、SDS 评分明显降低，

（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 SDS

对照组 50
护理前

护理后

77.39±3.25

56.23±2.56

78.43±3.57

53.24±2.44

观察组 50
护理前

护理后

77.42±3.27

42.30±2.11

78.47±3.59

40.12±2.02

t - -
0.046

29.691

0.056

28.238

P - -
0.964

0.001

0.956

0.001

2.2 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得出结果，观察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

（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心律失

常

上消化

道出血

肝性脑

病
其他 发生率

对照

组
50 2（4%） 2（4%） 1（2%） 1（2%） 12%（6）

观察

组
50 0（0%） 1（2%） 0（0%） 0（0%） 2%（1）

χ2 - 4.082 0.687 2.020 2.020 7.681

P - 0.043 0.407 0.155 0.155 0.006

2.3 对比两组 QOL评分

得出结果，观察组护理后 QOL评分明显增高，（P<0.05）

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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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比两组 QOL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心理状态 生理健康 社会关系

对照组 50 77.23±2.13 73.23±2.19 74.34±2.28

观察组 50 84.56±3.29 83.29±2.45 82.10±2.77

t - 13.225 21.647 15.216

P - 0.001 0.001 0.001

2.4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护理满意 20（40%）例，基本满意 22（44%）例，

不满意 8（16%）例，满意度 84%（42 例）。观察组护理满

意 23（46%）例，基本满意 25（50%）例，不满意 2（4%）

例，满意度 96%（48 例）。两组护理满意度（X2=8.000，P=0.005）。

得出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为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病毒性肝炎是临床常见病，具有传染性，传播途径复杂、

流行面广泛、发病率高等特点。病毒性肝炎会影响患者心脏，

影响患者神经系统等，对患者机体危害较大。受病情影响，

患者会出现烦躁、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反而会加重病情。

有学者认为，采取有效护理措施能够改善患者心理状况，对

病情恢复也有促进作用[2]。

全面护理是一种新兴的护理工作模式，在临床上被广泛

应用。除了加强对患者自身病情关注后，还需要将注意力放

到患者心理状态、物理因素、所处环境当中。全面护理包括

休息指导、心理护理、用药护理以及并发症护理、健康教育

等。患者受病情影响心理状况较差，给予心理护理，通过和

患者有效沟通，综合分析心理状况，制定心理护理计划[3-4]。

引导患者聆听舒缓音乐，进行深呼吸放松，能够有效改善心

理状况。给予用药护理，能够让患者规范、坚持、合理用药，

保证病情稳定[5-6]。通过并发症护理，能够提前做好并发症风

险评估，提前采取并发症预防措施，降低并发症发生[7-8]。通

过健康教育，向患者讲解病毒性肝炎诱发原因、治疗方法、

护理重要性等，使其能够正确认识病毒性肝炎，纠正患者错

误想法[9-10]。除外做好患者出院指导，能够全面保证院后病情

恢复安全和效果[11]。此次研究则分析病毒性肝炎采取全面护

理后产生的效果。结果发现，观察组护理后 SAS、SDS 评分

明显降低，观察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观察组护

理后 QOL 评分明显增高，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

（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陈香花[12]等人研究

全面护理干预在糖尿病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硬化患者中效

果。等人将糖尿病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分组分别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和全面护理干预。结果

发现和本文研究结果类似。采取全面护理干预后患者护理满

意度较高，自护能力较强。说明全面护理应用于病毒性肝炎

护理中能够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达到护理满意目的。全

面护理在病毒性肝炎护理中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病毒性肝炎采取全面护理能够改善患者不良

心理，提高生活水平，护理效果较明显，并且还能达到患者

护理满意目的，值得临床重视并采纳。

参考文献：

[1] 吕卉.肝病治疗仪联合人性化护理对慢性乙型病毒性

肝炎患者肝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黑龙江医学,2022,46

(10):1237-1239.

[2] 杨红平.护理干预对慢性乙肝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J].中国社区医师,2022,38(06):130-132.

[3] 刘莹.健康教育在乙型肝炎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

中国医药指南,2022,20(05):37-40.

[4] 金科姬.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及效果

[J].中国医药指南,2022,20(02):158-160.

[5] 李静.综合护理在丙型肝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J].山

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学报,2021,31(06):99-100.

[6] 张瑜.整体护理管理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管理中的应

用成效[J].名医,2021(24):151-152.

[7] 曹金菊,刘秀玲,徐学荣等.健康教育联合心理护理对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护理效果和睡眠质量的影响[J].世界睡

眠医学杂志,2021,8(12):2154-2156.

[8] 赫晓光.护理干预对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

依从性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2021,19(25):126-127.

[9] 于梅.全面护理干预在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合并糖

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医药指南 ,2020, 18(25):

125-126.

[10] 熊美玲.全面护理干预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治疗

依从性及生命质量的影响[J].医疗装备,2019,32(09):149-150.

[11] 陆欢.护理干预对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

依从性的作用分析[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2019, 4(13):

26-27.

[12] 陈香花,黄燕白.全面护理干预在糖尿病合并乙型病

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糖尿病新世界,2022,25

(07):144-147.


	全面护理用于病毒性肝炎患者中的效果
	蒋雯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病毒性肝炎采取全面护理后产生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在2020年3月到2022
	【关键词】：全面护理；病毒性肝炎；效果；分析；一般护理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2方法
	1.3观察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护理前后SAS、SDS评分
	2.2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2.3对比两组QOL评分
	2.4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3 讨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