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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人工肝治疗重症肝炎中的应用
张奕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目的：探讨细节护理在人工肝联合治疗重症肝炎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抽样调查法抽选研究对象，抽样时

间为 2020年 1月到 2021年 1月，抽样对象为经临床检验已确诊的采用人工肝联合治疗的重症肝炎患者，抽样数量为 600，

将其中 300例患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剩余 300例纳入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细节护理干预，收集两组

患者的临床信息并加以分析，从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快速细

节护理干预的应用优势。结果：实施护理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SAS评分、SDS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无明显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SAS评分、SD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且，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提升，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细节护理能够有效改善人工肝联合治疗的重症肝炎患者生活质量，改善其心理状态并促进身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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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etail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hepatitis with artificial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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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etail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hepatitis with artificial liver.

Methods: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by sampling survey method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The sampling objects were

patients with severe hepatitis who had been clinically confirmed by artificial liver combined therapy. The sampling number was 600,

and 30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remaining 30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rapid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S score, SDS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comparison was significant (P < 0.05). In

addi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nursing, and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Detai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mental state and physical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hepatitis treated with artificial liver combined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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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肝炎的主要疾病特点为干细胞大量死亡，临床研究

显示，引起重症肝炎的因素众多，常见的病因为肝炎病毒感

染、药物中毒以及慢性酒精性肝损害等[1]。临床常用人工肝

联合治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人工肝治疗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不良症状，但此种治疗方式对患者身体伤害较大，且治

疗难度较大，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较强的不良情绪，影响治疗

效果，也不利于患者身体康复[2-3]。为此，针对人工肝联合治

疗的重症肝炎患者，还需对其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要改善

患者的不良情绪，缓解患者痛苦，促进康复。本次研究选取

了 2020年 1月到 2021年 1月期间行人工肝联合治疗的重症

肝炎患者进行研究，探讨细节护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具体

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法抽选研究对象，抽样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1年 1月，抽样对象为经临床检验已确诊的采用人

工肝联合治疗的重症肝炎患者，抽样数量为 600，将其中 30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剩余 300例纳入实验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细节护理干预。两组一般资料可以

用于研究和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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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1）入选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

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所有患者均符合重症肝炎

相关诊断标准、患者均接受人工肝联合治疗。（3）所有患

者均无合并其他肿瘤疾病、无血液病史、风湿病、营养不良

及神经系统变性等疾病。

排除标准：（1）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2）排

除肝脏、肾脏、心脏等重要器官严重功能障碍的患者。

1.2研究方法

（1）对照组。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具体措施如

下：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对患者病情和身心状况

进行了解和评估，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照料，给予患者用

药指导，在患者服药的同时说明服药的方法和药物疗效，督

促患者每天遵从医嘱服药，用药后观察患者体征变化，出现

不适及时向医生反馈并采取对症措施。

（2）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实验组患者细

节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治疗前护理：①健康宣教：部分患者由于对人工肝联合

治疗的相关知识了解较少而对治疗产生恐惧、抵触的心理，

因此，护理人员需在治疗实施前向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提高

患者对人工肝。联合治疗的了解，同时耐心为患者答疑解惑，

消除患者疑虑。②心理护理：重症肝炎患者会因病程长、病

情重、治疗效果差、医疗费用昂贵，而产生焦虑不安情绪，

且对生活丧失信心。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日常行

为和言语状态对其身心状态进行初步评估，结合患者的心理

状态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

治疗中护理：①环境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在患者治疗过

程中调节室内温度，将温度控制在 20~25℃左右，湿度控制

在适宜的程度，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感到舒适。②治疗准备：

护理人员需要提前准备好人工肝治疗所需的药品以及器械，

检查机器是否运转正常，严格按照无菌操作原则对器械进行

冲洗。③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查看穿

刺部位是否有出血、红肿等症状，心电监护仪检测生命体征，

并 15~30分钟记录一次，同时还需观察人工肝治疗仪的运转

情况。

治疗后护理：①家属的关怀：部分家属对于疾病的了解

不多，忽视了患者在受到疾病折磨后的心理状态，除了照顾

患者日常生活意外，缺少对患者精神上的抚慰，因此，护理

人员需要向家属强调，不良情绪和不恰当的护理干预患者身

体状况和治疗效果的负面影响，同时，强调家属的关心对患

者的重要性，使家属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对患者情绪变化

的重视程度，能够主动发现患者的不安与焦虑，能够给予患

者更多关心。②生活护理：护理人员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

制定饮食营养调整方案和作息表并投入实施。提醒患者吃饭

或睡觉，帮助患者尽快适应饮食和作息调整后的生活节奏，

减少对辛辣、生冷及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同时早睡早起，确

保充足的睡眠，保持身体的活力，减少熬夜对身体造成的伤

害，缓解疲劳。

1.3观察指标

在此次研究当中，需要从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

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快速细节护理干预

的应用优势。

分析两组患者的情绪状态，评估患者的SDS和SAS评分，

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负面情绪越严重，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没得到明显的改善。

护理干预可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起到改善作用，生活

质量评分的满分为 100分，其中躯体功能评分 25分，心理

功能评分 25分，物质生活状态评分 25分，社会功能 25分，

这四项指标患者的分数越高，生活质量总分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和t表示

计量资料，使用x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表示有统计

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SDS和SAS评分

（1）实施护理前。对比SAS评分：实验组（68.24±3.24）

分，对照组（68.22±3.41）分，两组评分接近（t=0.074，P=0.941

＞0.05）；对比SDS评分：实验组（70.33±4.25）分，对照

组（70.31±5.21）分，两组评分接近（t=0.052，P=0.959＞

0.05）。

（2）实施护理后。对比SAS评分：实验组（42.31±5.02）

分，对照组（58.24±4.36）分，实验组SAS评分更低（t=41.497，

P=0.001＜0.05）；对比SDS评分：实验组（30.47±2.24）分，

对照组（56.25±3.14）分，实验组SDS评分更低（t=115.767，

P=0.001＜0.05）。

3 讨论

在我国，引起重型肝炎的最常见原因为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约占所有重型肝炎的三分之二，此外，甲型、丙型、丁

型重型乙肝及戊型肝炎病毒亦能引起重型肝炎，其他病毒如

巨细胞病毒（CMV）、EB病毒、疱疹病毒、腺病毒、登革

热病毒、Rift-vnlley病毒也可以引起，药物性肝损害、酒精性

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所引起的重型肝炎在临床中也时有出

现[4]。在临床上常常采用人工肝联合治疗的方式对重症肝炎

患者实施治疗，以达到改善其临床症状的目的，但由于治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B%E9%9D%A9%E7%83%AD/1458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B%E9%9D%A9%E7%83%AD/1458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92%E7%B2%BE%E6%80%A7%E8%82%9D%E7%82%8E/10221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92%E7%B2%BE%E6%80%A7%E8%82%9D%E7%82%8E/10221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8%BA%AB%E5%85%8D%E7%96%AB%E6%80%A7%E8%82%9D%E7%97%85/890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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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较长且治疗期间患者会感受到明显的痛苦，因此容易导

致患者出现消极抑郁的情绪，不利于患者身体康复。

综上所述，细节护理能够有效促进人工肝联合治疗重症

肝炎患者身体康复，改善其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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