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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针对乙肝肝硬化患者，采取循证护理及心理干预对其负性情绪的改善效果探究。方法：以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2 月作为抽取患者的
入院时间范围，从中随机抽取乙肝肝硬化患者 82 例，基于电脑随机分组法进行分组，均 41 例，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察组则进一步加以循证护理
及心理干预。对比分析两组负性情绪改善结果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在护理前，两组患者所焦虑、抑郁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干
预后，观察组改善幅度更为明显，其对应分值均明显呈更低显示（P＜0.05）。经对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展开统计，所得结果显示观察组较之对照组
明显更低（P＜0.05）。结论：循证护理及心理干预的实施，对改善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负性情绪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同时，还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值得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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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肝硬化属于常见慢性疾病，具有较高发病率，病程较长，

易反复发作，常表现为腹泻、腹胀等，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
因此，需要及时予以对症治疗，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避免病情加
重。在治疗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患者依从性，进
而有效提高治疗效果[1]。故，本文将以我院收治的 82 例乙肝肝硬化
患者为对象展开，就此探究循证护理及心理干预的应用对其负性情
绪的改善作用，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2 月内接收的乙肝肝硬化患者中

行以有效抽取，共计 82 例，展开随机分组处理。对照组 41 例中，
男女患者分别为 26 例、15 例。年龄从 48 岁至 79 岁不等，对应平
均年龄为（59.24±3.50）岁。观察组 41 例中，男女患者分别为 22、
19 例。年龄从 42 岁至 81 岁不等，对应平均年龄为（59.32±3.66）
岁。入组患者基础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采取循证护理及心理干

预，如下：（1）循证护理：①成立循证护理小组：由具有丰富工作
经验的护理人员及护士长共同构成本次护理小组，在护士长的带领
下，定期组织凿开相关循证护理知识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②结合患者相关资料及既往临床护理经验，查找乙肝肝硬化护

理工作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③文献查阅：在相关数据库中输入“乙
肝肝硬化”、“循证护理”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查阅筛选相关资料。
④护理计划制定：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及相关文献资料，为患者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2）心理护理：评估患者心理状态，综合
考虑患者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积极与
患者沟通交流，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及时帮助患者疏导排解焦虑、
抑郁情绪。并向患者强调保持积极良好心态对治疗疾病的重要性。 

1.3 观察指标 
（2）评估对比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分别通过焦虑自评量

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展开，各项总分均为 50 分，所
得分值越高表示其对应负性情绪程度越严重。（2）统计对比两组并
发症：感染、消化道出血、电解质紊乱。 

1.4 统计学方法 
过 SPSS24.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将分

别采用（`x±s）、（%）来表示，对应 施以 t 与 c2 展开检验，存在
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为：P＜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对应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护理干预前，两组所得焦虑、抑郁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

护理后均有改善，且较之对照组，观察组评分处于更低水平状态（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对应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x±s，分）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1 41.68±2.16 26.35±1.25 42.62±2.08 25.18±1.26 
对照组 41 41.58±2.08 30.46±2.16 42.25±2.25 29.68±2.16 

t  0.214 10.545 0.773 11.523 
P  0.832 ＜0.001 0.442 ＜0.001 

2.2  两组并发症比较 
较之对照组，观察组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呈更低显示（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并发症比较 [n(%)] 

组别 例数 感染 消化道出血 电解质紊乱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1 1（2.44） 0（0.00） 1（2.44） 22（4.88） 
对照组 41 5（12.20） 2（4.88） 1（2.44） 8（19.51） 
c2     4.100 
P     0.043 
3 讨论 
乙肝肝硬化系临床常见病症之一，初期并无明显症状，难以被

及时发现，确诊时多已发展至终末期，加大了治疗难度，也增加了
患者的死亡风险。并且其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若是病情未能及
时得到有效控制，还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负性情绪，严重困扰其正
常生活[2]。因此，除了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干预外，还应该予以有
效的护理干预。循证护理属于应用较为广泛的护理模式之一，注重
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对策，本着一切以患

者为核心的宗旨展开，积极解决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
护理方案，以期为患者提供合适的护理方案。而心理干预则是基于
患者的实际心理状态展开的相关护理活动，其重在关注患者心理状
态，及时帮助其疏导不良情绪，引导患者保持积极向上、健康良好
的心态，进而有效缓解精神压力，提高治疗效果。文中分析结果显
示：观察组护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且
其并发症总发生率也明显呈更低显示（P＜0.05）。可见，循证护理
及心理干预的实施对改善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负性情绪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 

综上所述，针对乙肝肝硬化患者，采取循证护理及心理干预效
果理想，可有效改善患者负性情绪，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可积极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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