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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慢性肝病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周蓓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慢性肝炎患者应用循证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以 2019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慢性肝

病治疗的 44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然后以随机数表法方式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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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肝功能指标、护理满意

程度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 9.51±1.25d；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6.24

±1.53d；对照组入院 15 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的患者有 2 名，30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 的患者有 14名；观察组入院

15 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的患者有 3 名，30 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的患者有 20 名；对照组满意率为 72.72%，其中非常

满意者 7 例，基本满意者 9 例，不满意者 6例；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 90.91%，其中非常满意者 14 例，基本满意者 6例，不

满意者 2 例。两组数据比较有一般显著差异性（P＜0.05）。结论：在慢性肝病患者中应用循证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的临床治

疗效果，其主要表现在可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恢复患者肝功能指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效果值得在临床广泛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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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病可由多种致病因素引起，其在临床未有有效的

治疗方法和措施，从而导致患者长期处于疾病状态中，对患

者肝脏造成损害，其中最为常见的慢性肝病是慢性乙肝[1]。

既然临床未有有效根治慢性肝病的方法和措施，预防疾病的

发展成为了治疗慢性肝病的主要原则。循证护理是近年来常

用于临床的护理手段之一，跟其他护理相区别的是，其根据

每个患者的自身患病情况、教育程度、生活习惯等，结合患

者的临床症状，对患者制订个性化的护理方案[2]。循证护理

方案结合了护理人员丰富的护理经验和知识，融入科学合理

的理论，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提出问题，然后对患者提出的

问题进行实证，最后就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3]，对患者进行

针对性的护理。据报道，循证护理在慢性肝病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显著，本文就相关课题进行探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年 5月-2020年 5月在我院进行慢性咳嗽治疗的

44 例患者作为本次观察的对象。以随机数表法方式将 44 例

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n=22）和观察组（n=22）。收集两

组患者一般情况资料，并进行统计对比：对照组共 22例患

者，男性患者 17例，女性患者 5 例，年龄分布在 25-70岁，

平均年龄为 45.69±2.16；观察组共 22 例患者，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者 7例，年龄 24-71 岁，平均年龄 45.9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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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给予一般的常规护理，其中包括对患者肝病的维

持性的治疗和对患者肝功能相关指标的监测。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入循证护理，其内容

主要包括[4]：①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护。对于慢性肝病患者

来说，除了相关的肝脏问题外还可能伴有其他疾病，如高血

压、糖尿病、肝腹水等，对于多疾病于一身的患者，应就除

了肝指标以外的其他指标进行密切观察，若出现相关指标异

常，应及时与医生联系。②个性化护理。慢性肝病患者由于

其患病的程度不同，患病所引起的并发症不同，应给予不同

的护理方式。对肝腹水患者的护理，应注意患者体内电解质

是否混乱，是否发生脑水肿，在给肝腹水患者进行肝腹水的

抽吸时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率、血压等指标。对于肝脑病患者，

应关注其是否发热、血氨和脑氧含量，以免患者出现意外。

对于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应加强静脉输液的强度，督促患者不

随便波动输液速度，禁止患者进食进水，做好止血、防止患

者休克的准备。③饮食护理。针对不同表现和不同并发症的

患者给予不同的饮食方案。其中，肝腹水患者应适当补充钾

离子，对含钾高的食物可适当增加；对于肝性脑病的患者，

应避免高蛋白物质摄入，加强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高纤维

食物的摄入；对于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应禁食禁水。④预防措

施。慢性肝病患者由于长期受疾病的折磨，其免疫力会有一

定程度下降，因此应鼓励患者做适当的运动增强抵抗力，预

防感冒、病毒、细菌的感染，有必要时可根据医嘱进行抗生

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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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肝功能指标、护理

满意程度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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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干预后住院时间的比较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进行统计。结果显

示，对照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 9.51±1.25d；观察组患者

平均住院时间为：6.24±1.53d，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的住院时间显著缩短，数据对比有差异性（P＜0.05）。结果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的比较

组别 住院时间（d）

对照组（n=22） 9.51±1.25

观察组（n=22） 6.24±1.53

2.2 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干预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谷丙转氨酶进行测定。结果显示，

在对照组入院 15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 的患者有 2名，

30 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的患者有 14 名；观察组入院 15

天时，谷丙转氨酶＜40U/L 的患者有 3 名，30 天时谷丙转氨

酶＜40U/L的患者有 20 名。经过 15 天的区别护理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肝功能恢复情况较对照组强，数据对比有差异性

（P＜0.05）。结果见表 2。

表 2 廉租患者肝功能指标情况

组别 谷丙转氨酶＜40U/L

15d 30d

对照组（n=22） 2 14

观察组（n=22） 3 20

2.3 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满意程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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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2%，其中非常满意者 7 例，基本

满意者 9 例，不满意者 6 例；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 90.91%，

其中非常满意者 14 例，基本满意者 6例，不满意者 2 例。

两组数据比较有一般显著差异性（P＜0.05）。结果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22） 7（31.81） 9（40.91） 6（27.27） 72.72

观察组（n=22） 14（63.64） 6（27.27） 2（9.01） 90.91

3 讨论

慢性肝病患者由于目前并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其长期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慢性肝

病的治疗，临床遵循预防其发展和继发疾病发生的原则，因

此对于慢性肝病患者的护理也应遵循相应的原则。循证护理

是根据护理人员丰富的临床护理知识，融合科学合理的专业

知识，对患者实行的全方位的护理方式。我们的结果显示，

循证护理可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恢复患者肝功能指

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其应用具有临床价值，值得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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