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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模式在肝病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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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个性化护理模式在肝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和功效进行研究。方法：采用以往病例分析研究法，将我院

肝病门诊在 2020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间诊治的 70位患有肝部疾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 70 名患者平分为 A、B 组，进

行不同护理模式干预，观察最终的护理结果。研究评价指标：护理后的并发症发生率、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情况评分。

结果：经过对比实验证明，B 组采用的个性化护理方式效果较高于 A 组，且 B 组患者均没有发生心理焦虑的问题。两组之间

的数据对比存在可比性，即 0.05P  。结论：采用个性化护理模式有利于患有肝部疾病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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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针对肝器官疾病进行调查和研究显示，患有肝

病的患者年龄逐渐提升，并且肝病患者的整体发病率和病死

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此外肝病还会伴随一定的并发症，影响

患者的正常生活[1]。如患者因能量和蛋白质供应不足就会造

成营养不良、情绪焦躁等问题。在现阶段的临床医学中，肝

器官疾病都是由于肝脏病变造成的，如甲肝、乙肝、肝癌、

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病等，这些病症发作反复，且治病疗

程漫长，需要长期的休养，并且患有肝部疾病的患者可能会

携带具有高传染性的病毒。为了进一步对肝病患者进行干

预，提升护理效果，本文就个性化护理模式在肝病患者护理

过程中的效果进行研究，研究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年 2月至 2021年 2月来我院肝病门诊治疗肝病

的 70名患者作为护理模式研究对象，具体资料如下：

表 1 患者基本资料表

组别 男性患者人数 女性患者人数 年龄范围 入院门诊

A组 18 例 17 例 37~69 岁 肝病门诊

B组 20 例 15 例 35~74 岁 肝病门诊

1.2 方法

对 A 组患者施行常规化普通护理模式，主要为：向患者

及其家属明确讲解患病的实际情况，并且对患者的生命体征

及身体变化等指标和特征进行实时监控，对患者及其家属进

行日常饮食和服药指导。

B组患者以 A 组护理模式为基础，加之个性化护理，个

性化护理模式的内容主要就是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习

惯等方面综合考虑，形成可以针对个人的专门护理计划[2]，

具体为：

（1）生活方面的指导：要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和谐的

关系，指导和引导家属帮助患者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在患

病期间重视调节患者的饮食，要尽量帮助患者远离烟酒、有

刺激性食物或者脂肪含量较高的事物，每天按时运动和休

息，让患者以最健康的作息时间实行日常生活，这样有利于

病情的恢复[3]。

（2）心理护理。肝病具有较强的复发性，治疗过程比

较困难，且需要长期养护，因此患者在患病期间很容易产生

焦虑或者惧怕的心理，这样的心理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患者

的病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护理人员要给予以人为本的

护理理念，对患者进行开导，帮助患者共同抵御不良的心理

变化和情绪变化，向患者耐心的劝导，医护人员自身也要养

成乐观的生活态度，以积极的面貌对待病人及家属。如果遇

到患者心理压力较大、寝食难安的情况，护理人员可以轻柔

地向患者讲解一些相同病例在本院治疗成功的情况，或者与

患者家属共同协助患者调节心情，一起散步、听音乐等，避

免不良的情绪刺激而影响疾病的恢复[4]。

（3）饮食护理。患者疾病恢复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还

要对患者的饮食和作息规律进行指导，制定多元化的食谱，

要均衡饮食，避免多食或者不食，要合理搭配绿叶蔬菜、肉

食等，平衡机体热能和营养。指导家属要为患者提供好消化

的食物，避免消化不良或者便秘影响病情的康复。

（4）个性化健康教育。对于患者不了解自身患有疾病

的情况，护理人员要介绍一些有关肝病的基本知识和治疗手

段，加之向患者陈述一些在本院治疗成功的实际案例，让患

者能够提高疾病信息，也能让患者对自己患病的情况有所掌

握，对疾病也会有更好的认知，进而能够提升患者对待治疗

的态度，提高护理依从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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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指标

并发症：主要内容为患者腹腔是否存在积水或者肝性脑

病的发生情况。

生活质量：以生活质量表作为护理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

的评价，卷面以 60分为界，分数越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越

高。

心理变化情况：采用焦虑自评表对肝病患者的心理变化

情况进行评价，评分不超过 50表示心理情绪很好，评分越

高，情绪越差[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数据分析系统对所有数据进行比较，均数

±标准差，百分率为%表示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t
和

2x 检验分析，数据对比有意义为 0.05P  。

2 结果

2.1 并发症发生率

在治疗和护理期间，A 组中出现 4 例腹部有积水的情况，

3 例出现肝性脑病，1例出现感染的问题，总体并发症的并

发概率为 22.9%（8/35）；B 组中出现 1 例腹部有积水的情况

和 1 例感染，并发症为 5.7%（2/35）。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性

显著，且 2 =5.365 =0.042x P， 。

2.2 生活质量对比结果分析

表 2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表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A 组 57.4±2.4 73.6±6.2

B组 56.8±5.1 92.6±6.3

t 0.572 8.53

P >0.05 >0.05

在接受治疗之前，所有患者对于自己的生活之间评价都低于

60分，在不同小组经过不同护理方式的治疗后，虽然都超过

了 60 分，但是 B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要明显好于 A 组，并且

已经达到 92.6±6.3，几乎接近满分，由此可见 B组患者对于

个性化护理模式的评价较高，经过实践证明，该方式的护理

效果确实要优于 A 组常规护理法。

2.3患者心情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表 3 治疗前后患者心理评分对比表

组别

抑郁 焦虑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A 67.52±3.63 49.63±1.63 67.79±3.75 56.74±2.41

B 75.63±6.42 35.67±3.84 64.65±3.94 33.64±2.34

t 0.5637 4.3546 0.5731 5.6472

P 0.5432 0.0031 0.6527 0.0000

通过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心理变化情况可知，A

组患者在护理之前的心理评分均高于 50 分，经过护理后，

心理变化情况虽然有所缓解，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良情

绪。B组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前心理评分也都在 50 分以上，接

受个性化护理治疗后，评分均低于 50 分，可见个性化护理

模式的缓解不良情绪的功能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3 讨论

通过采用个性化护理方式对肝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患

者心理不良的情绪得到良好的缓解，在治疗后生活质量也得

到了改善，这就说明个性化护理方式是有效果的，且能够有

效缓解患者患病后的病痛或者对于生活的不良影响，经过个

性化护理方式的患者其并发症也得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复发

率降低，故个性化护理模式对于肝病治疗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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