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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人性化护理对乙肝患者肝功能的影响。方法：将我院 2022.09 月 -2023.09 月收治的 48 例乙肝患者

纳入研究，通过双盲法抽签方式分为试验组与参考组，每组 24 例。参考组应用常规护理，试验组应用人性化护理，对比两

组护理效果。结果：试验组在采用快人性化护理后，其肝功能指标、负面情绪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参考组，组间差

异显著（P ＜ 0.05）。结论：在乙肝患者护理过程中，人性化护理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减少其负面情绪，

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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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乙型肝炎患者来说，基于疾病自身发展的特点，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临床治疗难度大，会对患者的健康造

成严重损害。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对治疗方法

出现排斥，不利于治疗的更好发展。因此，为了保证患者

治疗方法的有效性，有必要根据疾病的发展特点和患者的

个体差异，加强对患者的指导，提供相应的护理干预，以

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1]。基于此，

本文研究了人性化护理对乙肝患者肝功能的影响，现报告

如下：

11资料和方法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将我院 2022.09 月 -2023.09 月收治的 48 例乙肝患者纳

入研究，通过双盲法抽签方式分为试验组与参考组，每组

24 例。参考组：男 16 例，女 8 例，年龄 19-68 岁，平均

（40.45±3.74）岁。病程 6-24 个月，平均（13.85±3.67）个月；

试验组：男 14例，女 10例，年龄 20-70岁，平均（41.69±3.17）
岁。病程 7-24 个月，平均（14.34±4.05）个月。两组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参考组采用常规护理：每天监测用药剂量，保持病房

清洁，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监测患者病情发展。试验组

在此基础上采用人性化护理，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2.1 开展人性化护理培训

开展人性化服务语言、护理礼仪等相关知识培训，帮

助护理人员了解人性化护理的特点和理论知识，规范护理

工作的实施，提高护理人员的亲和力，帮助护患沟通。

1.2.2 建立人性化护理小组

由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护理人员组成，为患者制定人

性化护理计划。护理操作前，应说明护理目的和可能出现

的情况，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护理操作中，要充分

考虑患者的感受，保证护理方式的科学准确。告知患者及

其家属术后注意事件，并对患者表示感谢。

1.2.3 人性化心理护理

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转化，实时、与患者同步，告知

患者负面情绪对其疾病治疗的影响，帮助患者发泄负面情

绪，教会患者如何应对负面情绪，确保患者以相同的生理

状态面对疾病，接管治疗。

1.2.4 人性化健康宣教

在对患者病情进行分析后，结合实际环境进行健康知

识宣教，用简单的文字讲解疾病机理、临床治疗需求、患

者所在位置，使患者了解自我护理的主要性质和治疗依从

性，为持久戒毒治疗做更好的准备。

1.2.5 人性化生活习惯干预

咨询患者的喜好，根据其喜好推荐适当的突出习惯，

如睡前听舒缓的音乐，提高睡眠质量。根据患者的身体状态，

为患者制定活动计划，并报告活动对疾病结局的积极影响，

帮助患者养成优秀的活动习惯，从而改善身体状态，增强

疾病的康复。

1.2.6 人性化用药指导

根据患者使用的药物，具体说明药物治疗的机制，并

告知不良反应的相关症状和处理方法。教患者如何处理常

见的不良反应，如果环境严重，发起患者实时到医院就诊，

防止对身体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

1.2.7 人性化饮食指导

注意调整患者的饮食，通过为患者提供高效、营养、

健康、易消化的食物来提高患者的抗病毒能力，并结合药

物治疗，使患者的病情更好地稳定。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

习惯，并在康复过程中告知患者尽快戒烟、戒酒。

1.3 观察指标

检测并比较两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天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AST)、总胆红素 (TBIL) 等肝功能指标。采用

抑郁自评量表 (SDS) 和焦虑自评量表 (SAS) 评价两组患者

的负性情绪。SDS 的界值为 53，其中 53~62 分为轻度抑郁，

63~72 分为中度抑郁，≥73 分为重度抑郁。SAS 量表的分界

点为 50 分，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

>70 分为重度焦虑。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简表 (WHOQOL-BREF) 评价两组患者的躯体功能、社会功

能、心理功能和环境功能。每项得分在 0~100 分之间。分

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 sx ±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检验。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两组肝功能指标对比

试验组肝功能显著优于参考组，组间对比明显（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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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如表 1：

表 1 两组肝功能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ALT（U/L） AST（U/L） TBIL（mol/L）

试验组 24 67.23±19.34 36.83±12.22 15.76±11.58

参考组 24 88.55±30.16 47.65±14.56 34.37±14.78
t - 2.915 2.789 4.856
P - 0.006 0.008 0.001

2.2 两组负面情绪评分对比

试验组负面情绪评分显著低于参考组，组间对比明显（P
＜ 0.05）。如表 2：

表 2 两组负面情绪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试验组 24 34.51±5.13 36.32±4.74

参考组 24 37.45±4.76 45.36±5.03
t - 2.059 6.408
P - 0.045 0.001

2.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试验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参考组，组间对比明显（P
＜ 0.05）。如表 3：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身体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环境功能
试验组 24 75.76±5.06 74.16±5.74 75.16±6.25 74.62±5.26
参考组 24 67.82±5.22 66.72±5.69 66.73±5.06 68.13±4.43

t - 5.351 4.519 5.136 4.62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33 讨论讨论

如今，不仅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

由于生活节奏、工作压力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乙肝的发病

率和感染率非常高。乙肝是一种主要通过粪便、血液和体

液传播的传染病。目前临床研究发现 [2]，多种病原体可引

起病毒性乙肝的发生。该病的主要临床症状为不愿进食、

疲劳、体重增加、食欲不振，甚至经常出现恶心、腹胀、

肝痛、黄疸等。随着医学和技术的发展，临床在乙肝的预防、

治疗和诊断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3]。然而，护理和疾病教

育仍有待改进。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乙肝患者采取人性化护理，试验

组肝功能指标、负面情绪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参考组，

组间差异显著（P ＜ 0.05）。说明其可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

减少其负面情绪，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这是因为人性化

护理是目前广泛应用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它在尊重患者

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使

患者在温暖友好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身心护理。在临床护

理工作中，要注重情感、生活、精神等方面的服务和人文

关怀，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 [4]。通过疾病相关知识健康宣教，

使患者充分了解疾病的病因和特点，提高对疾病的认识，

树立正确的疾病态度，纠正不良行为，为促进身心康复做

出贡献；护理人员通过与患者的沟通，找出不良因素产生

的原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和护理满意度，促进护患关系的和谐 [5]。同时，在医护人

员的帮助下，患者可以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这有

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持续的护理支持可以帮助患者在

出院后坚持自我管理，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6]。

综上所述，在乙肝患者护理过程中，人性化护理效果

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减少其负面情绪，从而提

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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