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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肝硬化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白小丹  江苹  徐如愿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中医院  431900) 

摘要:目的：分析优质护理应用于肝硬化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方法：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医院收治的 90 例肝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病患例数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行优质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后，

观察组健康知识、自护技能、自我责任感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观察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社会融入感的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P＜0.05）。结论：优质护理应用于肝硬化患者中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护能力，使其获得更高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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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报道[1-2]，全球每年肝硬化的发病率约为 17%，

且以 40～65 岁男性为主要发病人群，随着病情进展，容

易引发腹水、继发性感染等并发症，有甚者甚至发生癌

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临床在有效治疗

的同时还需加强护理干预，以促进临床疗效。本文旨在

分析优质护理应用于肝硬化患者中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医院伦理委员会已批准本研究之后，将 2023 年 1 月

至 2023 年 12 月医院收治的 90 例肝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病患例数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45

例。其中，观察组男 29 例、女 16 例，年龄 40～70 岁，

平均（50.37±9.46）岁，体重 49～74kg，平均（58.12±

7.36）kg，肝功能分级：A 级 14 例、B 级 19 例、C 级 12

例；对照组男 31 例、女 14 例，年龄 41～72 岁，平均（50.42

±9.77）岁，体重 50～72kg，平均（58.25±7.30）kg，

肝功能分级：A 级 15 例、B 级 21 例、C 级 9 例。两组患

者的基线资料（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密切监测患者病情状

况、告知患者病情现状及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等，使患

者对自身病情有基本了解；给予患者基础护理、药物及

饮食指导、三查七对等。观察组以优质护理干预，具体

为：（1）入院干预：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交谈，以友善、

耐心的态度与患者沟通，协助其办理入院手续、带领其

进行相关检查；并向其介绍医院环境、医疗水平等，给

予患者良好的第一印象。（2）优化基础护理：在确保病

房卫生、温湿度适宜、光照度适宜的前提下，以提高其

住院舒适度。（3）健康宣教：采取面对面交流、定期开

展讲座、发放宣传手册、在线分享视频等以提高患者的

病情认知。（4）饮食与运动指导：指导患者均衡营养摄

入，进行高蛋白、易消化、低钠饮食，控制脂肪摄入量。

可根据自身耐受力进行一些轻度运动，坚持每周 3-5 次，

每次 10-30min。（5）睡眠干预：针对肝硬化失代偿期的

患者，应加强卧床休息。同时辅以按摩、定时翻身等措

施，以防发生压疮。（6）心理疏导：因肝硬化有传染风

险，且病情难以治愈，患者可能存在不良情绪，护理人

员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趋势，鼓励患者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配合治疗。（7）出院干预：为患者建立健康档

案、定期随访。 

1.3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1）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自护能力，摘取自护能力

量表中的内容进行评分，包括健康知识、自护技能以及

自我责任感 3 个方面，每项分值 0～43 分，分值与自护

能力成正比[3]。（2）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摘取

生存质量量表中的内容进行评分，包括生理状态、心理

状态、社会融入感 3 个方面，每项 0～100 分，分值与生

活质量成正比。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使用 SPSS20.0 软件处理，（ sx ± ）表示数

据呈正态分布，t 表示检验差异分析；[n(%)]表示计数参

数，X2 表示检验差异分析，P＜0.05 表示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自护能力 

护理后，观察组健康知识、自护技能、自我责任感

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的自护能力比较（ sx ± ，分） 

健康知识 自护技能 自我责任感 
组别 例数（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5 30.26±4.68 41.39±1.60 28.06±1.25 35.67±2.65 17.56±1.70 27.89±2.54 

对照组 45 30.33±4.56 35.58±2.82 28.14±1.28 31.67±2.31 17.63±1.82 21.28±2.69 

2.2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 

护理后，观察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社会融入感

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n） 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 社会融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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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5 63.78±7.38 79.25±9.62 65.12±6.51 77.84±10.45 67.36±7.59 85.73±10.58 

对照组 45 64.03±7.41 68.43±8.51 65.30±6.63 70.12±10.59 67.45±7.60 77.12±10.76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健康知识、自

护技能、自我责任感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原因分析为：优质护理服务从患者入院当日至出院均给

予高质量的护理干预，并在护理过程中不断总结、优化

各项护理细则，不仅严格把控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还

对患者言传身教。通过健康教育、随访等专业指导加强

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

来改善患者的生活方式，增强患者体质，更能抵抗疾病

带来的不适感。同时，护理人员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开

展护理工作，比常规护理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通过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使其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都

得到了满足，这能提升护患之间的信任感，使患者更能

理解、接受并执行医护人员给予的合理性建议，进一步

提高其自护能力。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

生理状态、心理状态、社会融入感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原因分析为：优质护理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对其开展“健康宣教、饮

食与运动指导、睡眠干预、心理疏导”等优质的护理服

务，通过入院干预时热情、亲和的服务态度赢得良好印

象；通过饮食与运动干预能提高机体免疫力、避免因不

良饮食而加重肝脏负担；通过睡眠干预来确保患者得到

充足休息，同时预防压疮、水肿等并发症发生；通过心

理疏导来缓解其不良情绪，使其身心均能得到优质服务，

进一步提高其身心舒适度、改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应用于肝硬化患者中有助于提

高患者的自护能力，使其获得更高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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