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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重症肝病的患者通常病情较为危重，主要是因

为许多肝细胞快速坏死或功能障碍所引起，致使患者的

肝脏功能不能正常运行，病情进展速度极快，预后并不

理想，临床病死机率极高，患者病情发作后会发生消化

道症状、精神症状、凝血酶原时长变长等症状，且存在

肝臭、肝肾综合征等现象，与此同时此疾病的并发症情

况出现频率极高，对患者运用激素或者抗生素等药物，

容易出现全身性真菌感染现象，促使患者极其容易出现

恐惧、抑郁等负面情绪，促使病情医治效果受到一定影

响，预后恢复不佳，对此，需要在其医治期间实行相应

的护理工作，以此调整其情绪状况 [1-3]。以往的常规形式

护理服务只围绕患者的病情症状而展开，并未有注重其

内心真实感受及需要，促使其医治疗效并不理想。心理

护理属于符合现今医学发展及时代需要的产物，其通过

知晓患者的内心想法及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其负面情绪

的滋生，以此确保所取医治疗效的良好及预后改善明显

的效果。针对此状况，为清晰知晓心理护理干预对于重

症肝病患者的病情好转的影响效果，此文章就笔者所在

医院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医治的 60 例重症

肝病患者开展研究工作，研究详情见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筛取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期间笔

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60 例重症肝病病人，依照抽取红蓝双

色球的方式归为两个小组，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组内

部存在 30 例。对照组里面男女患者的占比是 16：14；年

龄最小的患者在 40 岁，年龄最大的患者在 69 岁，平均年

龄数值在（52.12±2.28）岁。实验组里面男女患者的占

比是 17：13；年龄最小的患者在 32 岁，年龄最大的患者

在 72 岁，平均年龄数值在（53.64±2.04）岁。研究项目

启动前，研究人员把两组病人的基础资料（一般年龄、

病例状况等）作比较，结果表明两组资料的相似程度高

度 89%，具有研究意义。

选入准则：（1）研究患者的病情症状表现经 CT、

MRI 等常规影像学技术检测后，确认其和重症肝病的诊

断要求相契合；（2）研究患者及其亲属经过研究负责人

一对一的讲述下，充分知晓此次研究详情，自愿配合研

究工作的开展，并在知情书上签字；（3）此次研究取得

本医院医学伦理会的帮扶与协助；（4）研究患者的意识、

认知等方面属于正常范畴，能配合此次研究工作的顺利

实行；（5）此次研究患者的年龄和此次研究年龄标准相

契合。

剔除准则：（1）在研究期间，研究患者及其亲属的

研究配合度明显下降，拒绝配合后续的医治及护理工作

的展开，中途离开研究；（2）研究患者的患有严重抑郁

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类疾病；（3）研究患者的基础资

料存在残缺，未在规定时间内补交齐全；（4）自动放弃

此次研究机会。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工作。增强对患者的健

康知识教育工作，向患者及其亲属讲述疾病的进程状况

及转归详情，讲述日常生活中该注意的部分，纠正患者

的错误认知，讲述医治成功的案例，提升其医治自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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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依照其病情恢复状况，让其多摄取维生素、蛋白

质等果蔬，针对急性期的患者需要食用清淡食物，主要

以流质食物为主，病情得到有效改善后可以适量增加饮

食量，禁止使用香辣、刺激性强的食物 [5]。

1.2.2 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心理护理。（1）运用 SAS 及 SDS 量表来

评测患者的心理状况，随后组建心理护理小组，对成员

实行系统化培训，主要以心理状态评估、情绪干预措施

等方面内容为主，并实行相应考核，考核通过即实行工

行。对患者的临床病例开展系统化的分析，了解其以往

病史状况、家庭状况等，联合患者的情绪状况实行心理

评估。（2）心理照料措施：①音乐疗法。依照患者的喜

好播放抒情的音乐，医护人员在一旁指引，让其身心处

于放松状态下，也可以让其跟着音乐一起哼唱，促使心

情放松。②实行情感认知管理。根据患者的性格特点及

家庭状况等方面实行情感认知管理，注重强调情绪对于

病情恢复的重要性，同时告诫亲属一同加入其中，给患

者提供良好的家庭鼓励体系，让其感受到充分的关心与

爱护，取得情感人认同，亲属还可以向患者讲述开心的

往事、一同培养新的爱好等 [6]。（3）健康教育宣传工作：

向患者及其亲属讲述病情的发展及转归详情，讲述日常

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矫正患者的错误认知，向其讲述

病情得到良好控制的典型案例，以此提升其医治自信及医

治配合度，确保其以良好的状态配合医治工作的开展。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依照患者填写的护理满意度问卷

调查表得分状况实行评估。非常满意：超过 86 分，相对

满意：74-86 分范围间，不满意：74 分以下。护理满意

度等于非常满意人数加上相对满意人数的和。（2）负面

情绪，依照患者在 SAS（焦虑量表）与 SDS（抑郁量表）

测评的分数实行衡量，评估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的负面

情绪更为严重。（3）生活质量状况，运用 SF-36 量表对

患者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及物质生活这 4

个方面实行评估，评估得分越高，代表其生活质量水平

得到理想提升。

1.4 统计学方法

把组间获得的正确数据运用 SPSS 221.0 系统实行计

算工作，计量资料运用（x±s）表明，经过 t 数值检验，

计数资料得到 x2 数值检验，运用（%）表明，组间存在

差异运用 P ＜ 0.05 表示，说明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2.结果

2.1 研究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

从组间数据知晓到，实验组病人经有效护理过后护

理满意度（93.33%）相对于对照组（83.33%）更高，组

间对比存在统计学价值（P ＜ 0.05），详况见表 1。

表1　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相对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30 17（56.67）11（36.67）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13（43.33）12（40.00）5（16.67）25（83.33）

x2 4.851

P 0.028

2.2 研究两小组病人的负面情绪

从组间数据知晓到，干预前，两小组病人的负面情

绪大致相同（P ＞ 0.05）；实验组病人经有效护理过后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存在统计学

价值（P ＜ 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小组病人的负面情绪研究（x±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30 30 56.27±4.67 22.21±1.29 54.37±5.21 21.17±2.04

30 30 56.41±4.43 30.74±3.78 54.40±5.32 29.84±3.62

t 0.119 11.698 0.022 11.428

P 0.926 0.000 0.983 0.000

2.3 研究两小组病人的生活质量状况

从组间数据知晓到，实验组病人经有效护理过后躯

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及物质生活得到理想提升

且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存在统计学价值（P ＜ 0.05），

详情见表 3。

表3　两小组病人的生活质量状况研究（x±s，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30 30 82.86±5.21 84.21±6.42 81.42±4.50 84.67±5.82

30 30 76.74±4.83 77.57±5.69 75.10±3.33 79.24±4.76

t 4.718 4.239 6.184 3.956

P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重症肝炎在临床属于极为多见的危重疾病，多数是

因乙型病毒性肝炎所产生，病情进展速度极快，存在众

多的并发症情况，临床的病死率极高，给患者的生命安

全及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现今临床暂时没有根治的

方法，在病痛与死亡的双重折磨下，患者同意出现烦躁、

不安、紧张等负面情绪，医治依从性较低，促使预后并

不理想，甚至容易使病情更为严重，病情的严重会让患

者的负面情绪更为严重，致使恶性循环的出现，对出，

采取相应的护理手段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对于病情的好

转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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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病人经有效护理过后护理满意度相对于对照

组更高；实验组病人经有效护理过后 SAS 及 SDS 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实验组病人经有效护理过后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及物质生活得到理想提升且优于对

照组（P ＜ 0.05）。对重症肝病患者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

服务，其所取得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此护理措施

主要以健康知识宣传、营养均衡等方面为出发点，其虽

然能提升患者对疾病的正确了解，防止营养不良状况的

发生，提升患者的免疫能力，促进病情的好转，但多数

患者仍旧存在心理障碍情况 [7]。心理护理属于以调节患

者的情况为出发点，让患者以良好的状态迎接疾病，能

有效改善其机体功能状况，利于病情的好转 [8]。对于重

症肝病患者而言，实行心理干预措施能降低其焦虑、不

安等负面情绪，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进而改善其预后

质量水平，提升其生存质量水平及延长生存时长 [9]。对

疾病患者实行心理状态评估，利于根据其心理状态制定

适宜的心理干预方案，同时利于了解患者内心真实想法，

随后采取相应的护理手段实行解决，提升其医治期间的

舒适度与生活质量水平。对患者开展音乐疗法，联合患

者的爱好挑选音乐，利于借助音乐来对其大脑内部皮质

及中枢神经起到刺激效果，让其心情处于平和、轻松的

状态下，并可以成功分散其注意力，防止对疾病过度紧

张，确保患者的身心处于放松状态。对患者实行情感认

知管理，和患者亲属一同写作，利于知晓患者的真实感

受及心理变化状况，借助和亲属的精密交流，提升患者

的参与感，利于激发其对生活的热情，以良好的心理状

况去面对家人、疾病，提升医治的依从性及生活质量水

平的理想上升。

以上所述，对重症肝病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利于降

低患者因病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

及改善预后状况，延长生存时长。与此同时，利于提升

患者及其亲属对医治过程的良好配合，提升其对医护人

员及医院的高度认可，降低医患纠纷事件的发生机率，

值得在临床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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