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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追踪延续护理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出院后康复的影响
赵晓娟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感染科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  要】目的 观察并探讨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出院后应用电话追踪延续护理的效果。方法 依照患者出院先后顺序随机抽
取 2019 年 1 月 -5 月 93 例常规护理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对照组，抽取 2019 年 7 月 -11 月 93 例采取电话追踪延续护理为观察组。
结果 用统计学分析数据发现护理后采取常规护理（对照组）数据明显差与观察组（采取电话追踪延续护理）P<0.05。结论 电话
追踪延续护理比常规护理无论是在治疗效果、生命质量、还是促进康复方面结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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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表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均是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后，

肝脏逐渐病变且具有极强传染性，因其具有疗程长、治愈难等

特点。近几年国内有研究 [1，2] 电话追踪可提高出院后慢性乙肝

患者遵医行为及自护能力，延续护理可使患者治疗更加规范，

以提高生命质量和远期疗效。本文只在为进一步提高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出院后的康复效果，以电话追踪延续护理对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出院后护理影响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随机抽取 2019 年 1 月 -5 月 93 例常规护理的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为对照组，2019 年 7 月 -11 月 93 例采取电话追踪延续护

理为观察组。两组轻度感染例数 47/51、HBV 携带例数 46/42、

男女例数分别是58例和35例与56例和37例、年龄平均值(31.3

土 8.9) 与 (32.4 土 8.7)；本研究经患者知情同意开展。排除

标准 : ①免疫、血液或其它系统异常者；②异常认知、沟通困

难者;统计分析两组基线资料(P>0.05)提示无差异,但可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 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出院后予以常规护理基础上

应用电话追踪延续性护理，①出院时给患者发放病情联系卡及

健康管理手册，提醒患者出院后注意事项、解答患者疑问、通

知复查时间和要求等。②建立专业追踪延续小组，还应具备善

于沟通，思维敏捷，善于发现问题的护理人员共同组成，且组

长一名，有护士长担任，合格后的成员小组由组长定期组织集

中学习，并针对追踪中遇到的问题和发现的问题集中进行分析

讨论，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③根据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及

个体生活习惯和行为，为其量身制作健康教育内容，内容以短

信和微信方式，督促家属及患者积极参与，制定并及时修改追

踪到的个体不良习惯及行为作出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并电话指

导家属和患者予以正确处理，并告知予以追踪 6个月。

2 观察指标

①干预 6 个月后：症状消失，指标 HBV-DNA 检测结果显示

正常为显效；症状明显减轻， HBV-DNA 检测结果提示基本正常，

确定为有效；临床症状、HBV-DNA 检测结果均没有变化，确定

为无效。总有效 =（显效 +有效）；②评价生活质量选择ＳＦ -

３６量表，由 Stewartse 编制，经过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中心

发展得出，含有 8 个维度：RP 生理职能、SF 社会功能、PF 生

理功能、MH 心理健康、BP 躯体疼痛、GH 总体健康感、VT 生命

活力、RE 情感职能、３６个项目，每个维度１００分，评分越

高则越好，反之则越差。

3 结果

3.1 统计两组后发现观察组（X2=44.656，P=0.000<0.05）

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对照组

93        　　  33    　　   47　　　　　  13
93        　　  17   　 19 　　　  57

3.2 两组统计值提示护理后的观察组好于对照组 P<0.05，

见表 2

4 讨论 

流行病学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我国民中依然呈现患病

人数多，复发率高，病程长的特点。虽然经过住院治疗控制了

病情，但出院后患者缺乏对疾病科学的认知，缺乏日益更新速

度较快的护理知识需求，进而导致患者自护意识低，依从性差，

而逐渐向肝损伤和肝纤维化、肝硬化严重度转化严重影响患者

生命质量。本次分析提示，使用电话追踪延续性护理的观察组

效果及生命质量要好于对照组，说明电话追踪延续性护理可提

高出院后乙肝患者治疗效果及生命质量，因为电话追踪延续护

理能够在对患者出院后发现各种健康问题，遵医行为，进行及

时动态监督，并及时予以纠正忽视的预防护理措施，并且专业

的组内员及时追踪患者从而提高对疾病认知，督促其养成正确

的生活习惯，改掉不良健康行为，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康复效

果及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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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组量表 SF-36 统计值比较（ ±s）

组别 n RP SF PF MH BP GH VT RE
观察组 93 80.13 ±11.25 66.37±9.52 79.31±12.28 69.37 ±11.23 75.01±13.86 63.48 ±15.75 69.82±16.12 88.33 ±17.18
对照组 93 61.03 ±9.46 58.81 ±8.97 73.64±10.58 55.61 ±10.12 67.68±12.65 56.52 ±11.94 59.64±12.68 67.89±15.67

t 值 12.531 5.574 3.373 8.778 3.767 3.396 4.787 8.47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