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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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患者护理中实施认知行为干预对焦虑、抑郁状态及护
理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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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浅析认知行为干预对于乙肝患者护理效果的作用。方法：选择我院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期间来治疗的乙肝患者 46 例进行分组，

按抽签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患者 23 例、实验组患者 23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患者实施认知行为干预。对比两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结果说明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实验组患者对于

护理的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P＜0.05），数据对比具有统计意义。结论：在提高乙肝患者治疗效果时有显著效果，此护理手段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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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是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简称，是指患者在乙肝病毒的检测中

呈阳性[1]。此病具有传染性，可通过母婴、血液、破损的皮肤和性

交进行传播。患者多会表现出身体乏力、腹胀、食欲不振、肝部疼

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出现肝纤维化[2]。科学有效的护理手段能够

促进疾病的治疗。为了提高乙肝患者的治疗有效率，现我院采用认

知行为来干预乙肝患者，具体方法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研究的乙肝患者均来自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期间收

治的，按接收先后分为对照组 23 例患者和实验组 23 例患者，共计

患者 46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龄为 25

岁到 70 岁，平均年龄值（49.71±2.85）岁；实验组中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患者 11 例，年龄为 26 岁到 72 岁，平均年龄值（49.92+2.53）

岁。两组患者在上诉资料中无明显差异（P＞0.05），不存在临床统

计意义。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与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疾病的科普，监督每日

用药。 

实验组患者采用认知行为干预：了解患者真正焦虑，抑郁的因

素，主动询问患者的病情，了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评估患者

的性格特点。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患者进行自我调节和情绪的控

制，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为患者进行积极的治疗，减

少患者的痛苦，使患者能够从复性情绪中走出来。由于疾病治疗时

间比较长，因此对于疾病的反复发作需要进行长期的治疗，患者由

于疾病的因素而产生沮丧，消极等情绪，护理人员要及时为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耐心与患者进行沟通。在对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要

帮助患者正确对待疾病。对患者进行乙肝医学知识的教育，使患者

能够真正了解乙肝的发生和乙肝的传播途径。要正确引导，争取让

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分值越小说明患者的负面情绪越轻。 

1.3.2 记录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满意率=总例数/（非常

满意+一般满意）×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处理，以 T 检验时，用( sx ± )

表示；以 X2 检验时，用百分比%表示，当 P＜0.05 时，对比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SDS 评分与对照组进行比较明显更

低，数据对比结果显示 P<0.05，说明具有临床比较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AS SDS 
实验组 23 38.78±3.14 37.45±2.01 
对照组 23 45.11±2.27 46.25±1.18 

T  7.8350  18.1070  
P  0.0000  0.0000  

2.2 护理满意率比较 
实验组的满意率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满意率，差异存在对比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23 20(86.96) 3(13.04) 0(0.00) 23(100.00) 
对照组 23 14(60.87) 5(21.74) 4(17.39) 19(82.61) 

X2     4.3810  
P     0.0363  

3 讨论 
乙肝患者如不及时的接受正规治疗，会导致肝硬化的发生，继

而发展成为肝癌。采用药物进行抗病毒的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
但其治疗周期较长，费用较高，而且药物漏服还会导致病情反复，
会使患者出现不良情绪[3-5]。所以在治疗的同时配合有效的护理是非
常重要的。认知行为干预是通过具体的强化练习和患者之间的交流
来制定专属性强的干预方案，改变患者的传统的、错误的、负面的
认知，建立全新的、积极的、向上的认知系统，来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较常规护理来说更全面，更为患者着想的护理模式。认知行
为干预模式是在患者住院期间及出院之后都进行干预，为患者讲解
疾病相关知识，时刻提醒患者坚持用药的重要性，疏导患者在治疗
时产生的抵触情绪，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治疗。我院选取 46 例乙
肝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发现采用认知行为干预的实验组临床数据高
于对照组，证明此方法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采用认知行为干预用于乙肝患者改善不良情绪，值
得在临床中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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