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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护理中应用心理干预的效果及对负面情绪的影响研究 

路 麒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研究加强肝硬化患者心理干预的作用。方法 本次研究于 2021 年 1 月正式开始，截止时间

为同年 12 月，将此时间段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8 例肝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随机分组的方式

将其对半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对对照组实施常规的护理干预，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强心

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负面情绪、生活质

量评分较为接近（P＞0.05），经过护理后，两组评分均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实验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结论 肝硬化护理中加强患者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其负面情绪辅助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

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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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liver cirrhosis and its influence 

on negativ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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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the study was officially started in January 2021, and the deadline was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68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were taken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igital random grouping,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rengthen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milar before nursing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b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help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It has high use 
value and is worth recom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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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科疾病，属于各种肝

病的终末阶段，常见的病因为病毒性肝炎、酒精中

毒等，临床症状为腹胀乏力、黄疸等，若患者未及

时进行治疗，还容易诱发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

相关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因此若在

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疑似肝硬化的临床症状时，需要

引起重视，及时前往正规医院进行诊断面对疾病起

到有效的防治作用。截至目前为止肝硬化还没有根

治方法，多采用保守治疗控制患者病程发展[1]。由

于肝硬化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持续性治疗，患者会因

看不到显著治疗效果、疾病临床症状以及担心治疗

经费等因素产生恐惧、焦虑、不安等相关负面情绪，

导致治疗的依从性以及治疗效果不佳，因此临床通

常会在患者治疗期间对其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为

了解不同护理模式使用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效果，我

院特别开展了本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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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研究对象为我院此时间段内收治的 68 例肝硬化患

者，采用数字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n=34）
和实验组（n=34）。对照组包括男性患者 21 例，女

性患者 13 例，患者年龄最小为 33 岁，年龄最大为 83
岁，平均（51.43±3.26）岁，病程最短为 6 个月，

最长为 12 年，平均病程为（5.13±0.67）年；实验

组分别包括男、女患者各 20 例、14 例，患者年龄

区间为 34 岁至 84 岁，平均（51.46±3.25）岁，病

程区间为 5 个月至 11 年，平均（5.11±0.70）年。

对比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基础信息后，未发现组

间存在较大差异（P＞0.05），本次研究具有开展价

值。注：本次研究在所有患者知情条件下完成，研

究正式开始前，所有患者均已通过文字展示、语言

叙述等方式了解本次研究具体内容，并表示愿意参

与配合本次研究，所有患者均已签订研究知情参与

书。 
纳入标准：（1）不存在沟通障碍，能进行基础

对话患者；（2）无精神疾病患者。 
排除标准：（1）治疗依从性极差，无法配合此

次研究患者；（2）严重交流障碍患者。 
1.2 方法 
（1）对照组 
本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在患者治疗

期间需做好患者的用药指导、饮食规划以及生活干

预工作。如若患者存在对疾病或治疗的相关疑问，

护理人员需耐心进行解答。 
（2）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加强心理干预：①入

院心理干预：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心理护理取得

成效的基础条件。因此，护理人员在患者办理入院

后需要热情接待，缓解患者的陌生感，带领患者熟

悉医院、病房的环境，以及告知患者医院的相关制

度，对于居住多人病房的患者，护理人员需向其介

绍同室病友，拉近患者间的距离，同时有效促进正

向医患关系发展。在实施日常护理工作中需要亲切

微笑，仪表需要整洁端庄，在于患者接触过程中需

要保持美好的心境，潜移默化的感染患者情绪。②

治疗期间心理干预：很多患者由于对肝硬化的认知

较为缺乏、临床症状严重或担心经费等种种原因，

使内心产生不安、紧张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严

重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治疗效果及其生活质量

水平，因此需提高与患者的交流频率，了解患者内

心感受以及导致其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并结合具

体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相较

于常规、盲目的心理疏导，针对性心理疏导能够达

到“对症下药”的作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还可以将存在共同心理问题的患者进行分

组，每组约 3 人，对其实施团队心理干预，在干预

期间还可加强病友间的联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同时辅助降低患者内心的负面情绪，提升其治疗依

从性，从而使治疗效果更理想[2]。③社会支持干预：

由于肝硬化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持续性治疗，难免患

者家属容易出现过于关注疾病康复效果的情况，使

对患者的关注度降低，患者得不到家人关怀也容易

出现失望等相关负面情绪，以此护理人员需要加强

与患者家属间的沟通，嘱咐其家属多鼓励、支持与

尊重患者的治疗，同时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呈肯定的

态度，尊重患者，尽量满足患者治疗期间的合理需

求。④注意力转移：若采取以上方式均未达到理想

护理效果，可采取注意力转移法，例如与患者讨论

其感兴趣的话题、为其播放感兴趣的音乐、视频，

或让其卧床休息，彻底放松心态，短时间内达到转

移患者注意力的作用，使患者负面情绪短时间内得

到控制。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评分参考 SF-36 量表，满分为百分制，分数越高则

代表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好，反之分数越低，则代

表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低[3]。 
（2）观察患者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改善情况；

评分参照 SAS、SDS 量表，满分为百分制，分数越

高则代表患者负面情绪越重，反之分数越低则代表

患者负面情绪越弱[4]。 
1.4 统计学方法 
把取得的正确数据带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

进行计算，计量资料用作（ x±s）表示，待 t 检验，

组间数据存在差异则用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

价值。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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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患者护理前后的 SF-36 评分差异 
根据表 1 所示数据可知，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SF-36 评分相似度较高（P＞0.05），经过护理后，

两组评分均得到了一定提升，但实验组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前后的 SF-36 评分（ x ±s，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4 48.97±5.64 79.88±6.11 
对照组 34 49.00±5.67 65.39±7.08 

t  0.022 9.035 
P  0.983 0.000 

 
2.2 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情况 
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 评分为（58.94±6.15）

分，实验组为（59.00±6.11）分，组间数据较为接

近（P＞0.05）（t=0.040，P=0.968）；对照组护理

后评分为（46.16±7.81）分，显著高于实验组

（ 30.61± 4.56）分，（P＜ 0.05）（ t=10.026，
P=0.000）。 

对照组、实验组护理前的 SDS 评分分别为

（57.61±4.15）分、（57.59±4.19）分，（P＞

0.05）（t=0.020，P=0.984）；对照组护理后评分为

（43.26±5.11）分，明显高于实验组（32.00±5.20）
分，（P＜0.05）（t=9.006，P=0.000）。 

3 讨论 
肝属于机体五脏之一，是人类代谢的主要器官，

肝硬化属于进展性肝病以及弥漫性肝病的终末阶段，

疾病尚无根治方法，多采用保守治疗控制疾病的发

展进程[5]。大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因经费以

及临床症状困扰等原因存在烦躁、恐惧等相关负面

情绪，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因此临床通常会在患者

治疗期间对其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5]。 
常规的护理模式涉及到的护理范围较窄，护理

内容较为固定，不能较好的结合患者实际心理情况

及需求对工作内容进行转变，护理灵活度较低，因

此带给患者的护理体验感以及负面情绪改善效果不

佳[6]。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以及健康意

识的提升，大众都开始重视身心护理，因此心理护

理也越来越受到患者以及临床医学的重视[7]。心理

护理讲究“以人为本”，将患者的身心健康作为护

理的重点工作，开展心理护理能够满足护理的质量，

以及患者对安全和爱与归属的需求，同时，心理护

理也是促进患者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有

效促进患者产生积极正向情绪[8]。当患者保持积极

心理状态以及树立治疗自信心后，才能更好的提升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以及治疗效果。根据本次研究所

得数据可知，在肝硬化患者治疗期间，加强患者的

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辅助提升

其生活质量水平，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综上所述，对肝硬化患者实施心理干预可以对

其负面情绪起到缓解作用，还能有效提升患者的生

活质量水平，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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