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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肝硬化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扎西措 

(青海省藏医院肝胆科  青海省西宁市  810000) 

摘要：目的：探讨在患有肝硬化患者护理中采取心理干预，对其心理状态以及护理满意度改善效果的影响。方法：纳入对象为 2022.01 至

2023.03 在医院治疗的 80 例肝硬化患者，以入院治疗时间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的患者数量均为 40 例，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护理，以

基础性护理内容为主，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内容上加用心理干预，以关注患者心理及提供有效疏导为主，比对两组护理质量（心理状态、

依从性、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焦虑心理及抑郁心理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明显（t1=7.180、t2=6.731、t3=6.364、t4=8.106，P＜0.05）；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x2=5.165，P＜0.05）。

结论：以心理护理作为辅助干预手段实施护理，可对肝硬化患者治疗期间所存在的不良心理进行有效调节，维持其心理健康，同时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提升患者依从性以及护理满意度的作用，利于使得其生活质量得到提升，适宜临床上推广与借鉴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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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liver cirrhosis care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on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Methods: into the object of 2022.01 to 2023.03 in hospital treatment of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with 

admission time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each group of patients are 40 cases,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mainly basic nursing content, 

observation group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focus on patient psychological and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than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quality (psychological state, complianc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1=7.180, t 2 = 6.7631, t 3 = 6.3664, 

t4=8.106, P <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ca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obvious (x2=5.165, P <0.05). Conclusion: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as auxiliary intervention nursing, existing during the cirrhosis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bad psychological effective adjustment, to maintain their mental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also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improve the effect of 

pati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suitable for clinical promotion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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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属于临床上常见慢性疾病，主要是因长期饮食不健康所

致弥漫性肝损伤，当肝细胞出现大量坏死情况后，易导致结缔组织

增生，进而发展为肝硬化[1]。此病以恶心呕吐、肝功能受损、腹水、

消化道出血以及门静脉高压等症状表现为主，有着较高发生率、预

后差、易反复性发作、迁延难愈等特点，在治疗上以综合性治疗为

主，可控制患者病情发展，然而由于长期受疾病折磨，易导致患者

滋生出一些不良情绪，会降低其依从性，影响到整体治疗效果，故

而积极采用有效护理干预则显得至关重要[2-3]。此试验的开展以分析

心理护理对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效果的影响为主，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纳入者为来院治疗的肝硬化患者，80 例为纳入者总数，入院治

疗时间为分组依据，对照组：年龄分界值与均龄 25 岁至 75 岁（50.78

±6.42 岁），男 22 例，女 18 例；病程及均值 3 个月至 10 年（4.51

±0.78 年）；观察组：在年龄上最高和最低为 78 岁与 22 岁，均龄

值在 50.85±6.36 岁；在性别上男女均 20 例；在病程上最长和最短

为 10 年与 3 个月，均值在 4.36±0.72 年。组间资料采取统计学分

析，P＞0.05，证实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结合患者情况制定出饮食计划，指导其

多进食易消化、含高热量的食物，不可进食粗硬、刺激以及辛辣类

食物，避免诱发消化道出血情况发生，合理控制对动物脂肪的摄入

量；对于伴有腹水者，需严控其对于食盐以及液体的摄入量；定期

打扫室内卫生，确保空气清新、流通；观察患者病情变化，一旦有

异常需及时告知医师处理。观察组则加用心理护理，措施内容为：

（1）入院后以热情态度接待患者，将医院环境及规章制度等向患

者进行介绍，便于其尽早适应治疗环境；对于患者所提出问题，需

耐心予以解答，对于患者的需求应尽量满足，打消其因陌生环境而

产生不良心理；（2）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制定出针对性干预计划，

可通过为患者列举成功治疗案例、普及治疗相关知识等方式，促使

其治疗信心与依从性得到提升；在治疗期间可为患者播放一些舒缓

类音乐，也可指导其借助阅读一些感兴趣书籍、报纸等方式来转移

注意力，确保治疗顺利开展。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护理质量，a.心理状态，选以 SAS/SDS 焦虑/抑郁自评量

表，若分值超过 50 分/53 分，则显示有不良心理存在；b.治疗依从

性，选以问卷调查表，以 0 分~100 分表示依从性低/高；c.生活质量，

选以 SF-36 生活质量简表，0 分表示生活质量低~100 分表示生活质

量高； 

（2）护理满意度，a.不满意，0 分~59 分；b.基本满意，60 分

~89 分；c.满意，90 分~100 分，基本满意率+满意率=总满意度。 

1.4 数据处理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 24.0 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

以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sx ±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以 t

检验，组间数据值 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在各项护理质量指标上，相较于对照组的指标评分，观察组明

显更优，见表 1 内容（P＜0.05）。 

表 1 护理质量（ sx ± ，分） 

组别 例数 焦虑心理 抑郁心理 依从性 生活质量 

对照组 40 43.89±3.14 45.31±3.78 78.48±6.84 75.61±5.78 

观察组 40 38.45±3.62 40.51±2.46 86.73±4.52 84.49±3.82 

t 值 - 7.180 6.731 6.364 8.106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满意度 

在总满意度上，与对照组的满意率相比较，观察组较高，见表

2 内容（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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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40 9 18 13 31（77.50） 

观察组 40 2 22 16 38（95.00） 

x2 值 - - - - 5.165 

P 值 - - - - 0.023 

3 讨论 

肝硬化作为常见疾病，此病的复发风险较高，病程时间长且预

后质量比较差，严重威胁到患者正常生活与生活质量，再加上受到

疾病折磨、治疗费用高等因素影响，患者难免会出现不良情绪，影

响到其治疗依从性与治疗效果，因此在对症治疗基础上提供护理干

预，可确保疗效及提升患者依从性[4]。心理干预作为现代化医学护

理中的重要护理内容，其兼顾患者身心需求，重视向患者提供高质

量护理服务，目的是为了使得患者治疗信心得到提升，将其运用在

肝硬化患者的治疗中，经向患者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健康知识宣教，

利于增加其对于疾病知识的了解度，同时还能及时消除其内心疑

惑，确保患者能够以积极心态来面对治疗[5-6]。本试验得出，观察组

焦虑心理（38.45±3.62 分）、抑郁心理（40.51±2.46 分）、依从性

（86.73±4.52 分）、生活质量（84.49±3.82 分），各项护理质量指

标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95.00%）高

于对照组（77.50%），P＜0.05，可见在常规护理内容上辅以心理护

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使得患者不良情绪明显得到改善，增加其依从

性的同时，还能加快疾病康复速度。与常规护理相比，心理护理的

护理内容更加详细，更加具有针对性及个性化，将心理护理和常规

护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以患者作为中心，从其全身心等方面进行

充分考虑，最大程度上满足患者合理需要，利于构建及促进护患、

医患间关系良好发展，对促进医疗质量以及满意度提升起着重要作

用。 

综上所述，在肝硬化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将心理干预作为辅助

护理手段，可满足患者护理需求，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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