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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性心理护理对自身免疫学肝病患者的效果分析

江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对自身免疫学肝病患者中应用暗示性心理护理的临床护理效果。方法：以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确诊为自身免疫学肝病的 60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然后以随机数表法方式将 60 例病例随机分为 2 组。

针对研究需要，对两组患者进行区别护理。其中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暗示性心理护理。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

的焦虑缓解程度以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对照组轻度焦虑者 10 人，中度焦虑者 14 人，重度焦虑者 6

人；观察组轻度焦虑者 22人，中度焦虑者 7 人，重度焦虑者 1人；对照组满意率为 70.00%，其中非常满意者 12 例，基本满

意者 9 例，不满意者 9 例；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 90.00%，其中非常满意者 17 例，基本满意者 10 例，不满意者 3 例两组数

据比较有一般显著差异性（P＜0.05）。结论：对自身免疫学肝病的患者实施暗示性心理护理的临床效果显著，其主要表现为

可以降低患者的焦虑程度以及提高患者的满意程度，效果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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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患病者多由于免

疫系统过于敏感而对自身器官和组织发起损伤性的攻击，从

而造成患者各器官或脏器出现损伤[1]。自身免疫性肝病是指

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相对特异性的对肝脏发起损伤

性攻击的一种疾病，该病主要表现为肝脏炎症、肝细胞坏死

或胆管坏死[2]。自身免疫学肝病是一种进行性的慢性疾病，

不幸的是在临床上尚未发现能治愈该病的方法和药物，较为

常见的治疗方法是利用糖皮质激素或联用其他免疫抑制及

进行治疗，但这些药物的长期使用均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

的负面作用。正是由于自身型免疫学肝病的漫长周期、无特

效药可治、疾病会缓慢进展至更严重的肝脏疾病，给患者带

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据统计，许多自身免疫学肝病患者均

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出现自暴自弃、失眠、

恐惧甚至忧郁和焦虑的情绪，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对于自身免疫学肝病患者的心理护理十分重要[3]。暗

示性心理是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的常用手段，其通过对患者

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患者形成一种惯性心理，对减轻缓

和的负面情绪和心理问题有一定效果。本文就暗示性心理会

对自身免疫学肝病患者的应用效果进行探究，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年 12月-2020年 12月在我院确诊为自身免疫学

肝病的 60例患者作为本次观察的对象。以随机数表法方式

将 60例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n=30）和观察组（n=30）。

收集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资料，并进行统计对比：对照组共 30

例患者，男性患者 17例，女性患者 13 例，年龄分布在 33-72

岁，平均年龄为 51.63±2.13；观察组共 25 例患者，年龄 32-71

岁，平均年龄 51.22±1.91。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并

同意参加此次研究。

1.2方法

在对两组患者进行区别护理的同时，对两组患者进行一

样的药物治疗。治疗药物均采用泼尼松，在疾病初始阶段采

用大量冲击性治疗，治疗 1个月后逐渐减少药物量，并最终

维持在一定的合适水平上。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其内

容主要有按时监督患者服药、检测患者疾病相关的肝脏指

标、对患者进行饮食护理等。

观察组患者给予暗示性心理护理，其主要内容有：①与

患者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暗示性心理护理的前提是患者会配

合治疗并信任对其护理的人员。因此在平时与患者相处的过

程中，应积极的跟患者进行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倾

听患者的抱怨、意见，在沟通和倾听中建立与患者的信任关

系。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应多做出积极性的回应，尽量

避免“不知道”“不太清楚”“情况糟糕”等负面回答。②

提供舒适的环境。多数患有自身免疫学肝病患者伴有烦躁、

抑郁、焦虑等情绪，良好的生活环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

者的负面情绪。因此对于患者的病房应保持适宜的温度、湿

度，不宜将灯光调得太亮，给患者一个温馨安静的环境，可

以放松心情。③积极性暗示性语言的使用。在跟患者日常的

沟通中，应适时地加入积极性按时性的语言。如在患者认为

自己消化系统存在问题时，发现患者开始进食，可赞许患者

并鼓励患者多进食。而对于自身免疫学肝病常发的肝脏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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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胸闷等症状，可通过暗示性范松治疗，知道患者做好深

呼吸，缓解疼痛。

1.3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焦虑缓解程度以及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程度进行统计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19.0完成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在数据处理中 P＜0.05 代表数据有统计

学价值。

2 结果

2.1 对照组和观察组焦虑程度比较

本研究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的焦虑程度进

行调查，调查量表中每一个问题均有 4级，从 1 级-4 级分数

一次增加，最后就所有问题的总分进行统计，得分越高者焦

虑程度越严重，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

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我们的研究显示对照组轻度焦虑

者 10人，中度焦虑者 14人，重度焦虑者 6 人；观察组轻度

焦虑者 22人，中度焦虑者 7 人，重度焦虑者 1人。相较于

对照组，观察组轻度焦虑的患者更多，两组数据比较有一般

显著差异性（P＜0.05）。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焦虑程度比较

组别 轻度焦虑 中度焦虑 重度焦虑

对照组（n=30） 10* 14* 6*

观察组（n=30） 22 7 1

2.2 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的满意程度比较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的比较，我们的结

果显示对照组满意率为 70.00%，其中非常满意者 12例，基

本满意者 9 例，不满意者 9 例；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

90.00%，其中非常满意者 17 例，基本满意者 10 例，不满意

者 3 例。两组数据比较有一般显著差异性（P＜0.05）。结果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30） 12（40.00） 9（30.00） 9（30.00） 70.00

观察组（n=30） 17（56.67） 10（33.33） 3（10.00） 90.00

3 讨论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由于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相

对特异性地攻击患者肝脏造成的疾病。该病目前在临床上无

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且疾病时间长、有发展性。因此换自身

免疫学肝病的患者常常有很大的心理负担，产生负面情绪，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暗示性心理护理时临床常用的护

理手段之一，其通过对患者实施积极的心理暗示，缓解患者

的心理负面情绪。我们的结果显示对自身免疫学肝病的患者

实施暗示性心理护理的临床效果显著，其主要表现为可以降

低患者的焦虑程度以及提高患者对的满意程度，效果值得在

临床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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