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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健康教育对门诊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知识掌握程度

的影响

蔡春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对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者使用强化健康教育对于 其知识掌握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方法：回顾性
选取我院收治的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中 的 68例患者作 为 试验对象，试验时间为 2020年 5月-2022年 2月，按照
护理方法的不 同分为 基础组（常规健康教育）和试验组（强化健康教育），各 34例。 对两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用药
依从 率以 及心理状况，还有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等指标进行对比。结果：试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7.06%、依从 率为 94.12%，
基础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79.41%、依从 率为 73.53%；试验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和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等均优于 基础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当面对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者时，使用强化健康教育的方式可以 有效提升患者
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而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 度和满意度等，维护患者的治疗与 护理效果，拥有在临 床治疗中 推广的意
义 。
【关键词】：知识掌握程度；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强化健康教育；护理满意度；心理状况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on Knowledge Mastery of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Chunhua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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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on knowledge mastery of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68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our hospital as
test subjects. The experimental time was from May 2020 to February 2022.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basic group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experimental group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3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disease knowledg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7.06%, the compliance rate was 94.12%,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basic group was 79.41%,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was 73.53%;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disease knowledg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basic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When facing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the use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patients, thereby improving th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treatment, and maintaining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Knowledge mastery; Outpatient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在患者感染慢性乙 肝病毒后的 6个 月，依然没有消除
的患者被叫做慢性乙 型病毒感染。这种疾病的发病机制是
乙 肝病毒直接入侵损伤肝功能，拥有发病率高的特点。在
临 床治疗中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缺少针对性，会
导致患者出现肝功能衰竭、肝硬化等并发症，直接威胁患
者的生命安全[1 ]。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为 患者提供相应的
护理措施，加强患者对于 疾病的认知程度。 但是常规的健
康教育难以 满足国民现如今 的需求。 因此，为 了 更好地保
障患者治疗效果，减少该疾病对于 国民身心健康的影响，

就要为 其提供强化健康教育的护理方式，从 多个 角度提高
患者的认知，降低疾病的危害程度[2]。 本实验对强化健康
教育对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者知识掌握程度的影响进
行分析。 现总结如下 ：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
回顾性选取我院收治的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

中 的 68例患者作 为 试验对象，试验时间为 20 20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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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年2月，按照护理方法的不 同分为 基础组和试验组，
各 34例。 试验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16例和 18
例，年龄 24-68岁，平均（46.43± 0 .59）岁，病程 1.5-3.5
年，平均（2.36± 0 .79）年；基础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
分别为 15例和 19例，年龄 25-69岁，平均（47.54± 0 .87）
岁，病程 2-4年，平均（3.41± 0 .72）年；经比较两 组一
般资料，无显著差异性，（P＞0 .0 5）。

1 .2方法
1.2.1 基础组
使用常规健康教育的方法。由医务工作 者为 患者讲解

相关的健康知识和疾病知识等内容。
1.2.2试验组
使用强化健康教育的方法。为 患者同样采取常规健康

教育的内容之 后，为 患者进行强化建立教育的护理，需要
做到以 下 几方面：一 方面，明确、丰 富健康教育的内容：
① 为 患者讲解慢性乙 肝病毒的相关知识，主 要为 患者讲解
疾病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临 床症状、主 要传播和治疗以 及
护理等方式的内容，还有亲 友预防措施等诸多内容。在进
行这项健康教育之 前，充分了 解患者及其家属的性格和文
化程度以 及心理接受能力等内容，为 患者与 家属选取合适
的健康教育方式。 ② 自我保健方面：告知患者及其家属要
对家庭环境进行彻底的消毒与 隔离措施，为 患者按照正常
且 合理的日常生活，要定期到权威医院复查。 同时为 患者
讲解健康行为 干预的内容，帮助患者养成科学且 健康的生
活习 惯，减少疾病传播的概率。 ③ 为 患者开展针对性的指
导。 引导患者可以 正确辨识疾病，帮助患者获取社会的支
持，以 此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促使患者以 积极乐 观的心
态面对疾病治疗与 护理等工作 的开展，并且 为 患者制定合
理的运动方案，提高患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另一 方面，采用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方法：① 组织集体
教育活动。在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为 其组织一 次系统
强化健康知识的专 题讲座活动，为 患者详细阐述上 述内容。
但是在开展集体活动时，需要保障活动形式的多样性，既
可以 是专 家讲座与 咨询，还可以 是病友时间的交 流，并且
为 了 更好地保障护理效果，可以 把这些 活动开展方式进行
联合使用，控制集体活动的时间在 5小时之 内、理论教育
3小时内、病友交 流 1 小时内、放松指导和专 家咨询均为
30 分钟。 借助这样的方式，保障患者与 患者或者医生等
人 群建立优质的关系，提高患者学习 健康知识的配合度。
② 发放宣传资料：要预先为 患者编制与 乙 肝病毒健康知识
手册，其中 要包含上 述内容的同时，还要涉及用药、生活
等方面的指导，监测疾病等诸多内容；③ 为 患者进行定期
回访，按照半个 月一 次的电话回访方式进行，回访时间为
3 个 月。 主 要对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以 及患者实际的
身体情况以 及生活行为 等内容，对于 不 健康的生活行为 进
行纠正。 ④ 个 性化指导。 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下 ，借助不
定期电话咨询的方式，为 患者进行个 性化指导，针对患者

存在的疑问进行解决，提高患者对于 疾病的认知程度；⑤
借助网络和多媒体以 及线上 交 流等方式为 患者提供健康
知识咨询的渠道，以 此保障患者的疾病认知情况得到显著
提升。

1.3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度
对比两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使用本院自制的满意度

调查表进行评分和对比，总分为 10 0 分，按照非常满意和
满意以 及不 满意作 为 划分标准。 其中 非常满意：80 分以
上 ；满意：60 -80 分之 间；不 满意：低于 60 分。 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 10 0 % [3]。

1 .3.2用药依从 率
对两 组患者的用药依从 率进行对比。使用本院自制的

用药依从 度调查表进行评估，按照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和
不 依从 的标准进行划分。 其中 完全依从 ：按照医嘱按时按
量地服药；基本依从 ：基本正常服药，但是会间断停药；
不 依从 ：完全不 按时服药。 依从 率= （完全依从 + 基本依
从 ）/总例数× 10 0 % 。

1 .3.3心理状况
对比两 组心理状况，使用SA S量表和 SDS量表进行

评分和对比，量表总分均为 10 0 分。 其中 数值越小，表示
患者的护理效果越好。

1.3.4疾病知识掌握程度
对两 组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对比，使用门诊

调查问卷进行评分和对比，主 要是对疾病监测和饮食知识
以 及运动知识等指标进行对比，各项指标总分均为 10 分。
其中 数值越大，表示护理效果越好[4]。

1 .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 0 软件 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 sx  表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
采用 x2检验，当P＜0 .0 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两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发现试验组满意

度明显高于 基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见
下 表 1：

表 1 两 组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
意

满意
不 满
意

满意度

试验组 34 21 12 1 97.0 6

基础组 34 17 1 0 7 79.41

x2 5.1 0 0

P 0 .0 24

2.2用药依从 率对比
对比两 组的用药依从 率，发现试验组的依从 率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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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基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见下 表 2：
表 2 两 组用药依从 率对比（n ，%）

2.3心理状况对比
经比较，护理后试验组的心理状况优于 基础组，差异

显著（P＜0 .0 5），见表 3：
表 3 两 组患者心理状况对比（n ， sx  ）

组别 n SA S评分 SDS评分

试验组 34 51 .78± 5.36 50 .43± 6.73

基础组 34 63.54± 6.17 61 .56± 7.24

t 8.390 6.565

P 0 .0 0 0 0 .0 0 0

2.4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对比两 组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发现试验组疾病

知识掌握程度明显优于 基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见下 表 4：

表 4 两 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对比（n ， sx  ）

组别 n 疾病监测 饮食知识 运动知识

试验组 34 8.52± 1 .25 9.53± 1 .41 9.92± 1 .0 3

基础组 34 6.32± 1 .0 9 7.62± 1 .22 7.65± 1 .31

t 6.858 5.973 7.943

P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讨论

慢性乙 型肝炎病毒拥有传染性和高危性等特点。如果
不 进行正确的预防和护理，会导致疾病扩散，严 重影响国
民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国民出现肝功能衰竭或者肝硬化
等疾病，威胁国民的生命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促使社会
部分人 员在面对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时会存在歧视或
者以 有色眼镜看人 的问题，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 且 患者
受到自身对于 疾病认知误区以 及片面化等问题的影响，使
得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 ，出现不 良心理，降低自身的治疗
依从 度，难以 保障患者的治疗效果。 另外，在慢性乙 肝病
毒感染患者的日常生活，经常存在不 遵医嘱服药和定期检
查等现象，导致患者的治疗效果难以 保障，对患者的身心

健康造成折磨。因此，需要在治疗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
疾病的患者时，需要为 其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
对于 疾病认知的程度和疾病知识掌握的全面性，以 此降低
不 良心理对于 患者的影响，提升治疗的效果。一 般情况下 ，
在临 床治疗中 为 患者提供常规健康教育的方式，为 患者简
单介 绍一 下 关于 疾病的相关知识。在这种情况下 ，患者对
于 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依然处于 了 解不 全面的状态，难以 正
确看待疾病的影响，盲目扩大疾病的危害以 及后果，导致
常规健康教育的护理满意度（79.41% ）、用药依从 率
（73.53%）等处于 较低的状态，而且 患者依然会存在焦
虑乃 至抑郁的不 良心理，降低自身对于 疾病的认识程度不
说，还会影响整体治疗和护理效果的提升。

现如今 ，随着国家整体发展，促使国民的素质、意识
和生活质量等提升，促使国民更加重视护理服务的质量。
这就要求医护工作 者要转变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为 慢性
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提供强化健康教育，借助丰 富和明确健
康教育的内容，结合患者的需求适当增加健康教育的内容，
保障患者对于 疾病认知的全面性。同时为 患者开展多元化
的健康教育方式，激发患者进行学习 健康教育知识的兴趣。
尤其是在病友交 流和专 家咨询以 及讲座等活动开展过程
中 ，为 患者展示诸多战胜疾病的成功案例，并且 邀请成功
摆脱疾病的患者进行成功经历的分享 活动。通过这样的方
式，加强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的治疗信心，使其可
以 积极乐 观的心态面对疾病的治疗与 护理，以 此有助于 护
理效果的提升。同时，结合患者的性格和文化程度等为 患
者选取适宜的健康教育方式，如发放资料和观看视频以 及
为 患者进行个 性化讲解等健康宣教方式。借助这样的方式，
既可以 保障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患者对于 疾病的认知
程度，还可以 帮助医患或者患者与 患者之 间建立优质关系，
提升患者对于 医生和护理人 员的信任 程度，以 此保障患者
的护理效果。 此外，还要重视患者家属的健康宣教，教会
家属正确进行消毒以 及隔离的技能，保障其可以 为 患者制
定健康且 科学合理的日常生活，减少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的
传染，更好地维护患者及其家属的安全性，减少慢性乙 肝
病毒感染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当护理人 员在大力应用
强化健康教育的影响下 ，可以 加强患者对于 慢性乙 肝病毒
感染的认知程度，教授患者及其家属预防该疾病传染的方
法，减少患者的心理压力，缓解焦虑、紧张、不 安、抑郁
等诸多心理应激问题的影响，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 率和护
理满意度，最终降低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的影响力，实现维
护国民安全的目标。

综上 所述，本实验表明，当为 门诊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
者进行健康教育时，使用强化护理教育的效果明显优于 常
规健康教育的效果。 这种方式的护理满意度为 97.0 6%，
依从 率为 94.12%，可以 更好地保障治疗与 护理的效果，
其患者的心理状况和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等明显好转，有助
于 维护患者的生命安全，减少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的影响。

组别 n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 依从 依从 率

试验
组

3
4

20 12 2 94.12

基础
组

3
4

16 9 9 73.53

x2 5.314

P 0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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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强化健康教育的方法值得应用在临 床治疗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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