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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在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中的应用及对心理状况及护理 

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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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叙事护理对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心理状况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以 2024 年 2 月

至 2025 年 2 月为研究时间，以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 78 例为研究对象，将患者纳入随机分组程序，

随机均分为 2 组（叙事组、常规组），分别以叙事护理及常规护理进行干预，对比患者组间心理状况及护理满意

度。结果 与常规组比，叙事组 HAMD 与 HAMA 得分更低，且护理满意度更高（100.00%＞89.74%），上述对比

均有统计学差异与意义（P＜0.05）。结论 在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中，叙事护理不仅可进一步改善患者负面情

绪，且可进一步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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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cirrhosis.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24 to February 2025, 78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cirrho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rrative group and routine group) and intervened with narrative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respectively.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narrative group had lower HAMD and HAMA scores an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100.00%>89.74%), and the above comparison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Narrative nursing can 
not only further improve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cirrhosis, but also enhance the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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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是肝硬化的一种，多由乙肝病

毒感染所致，患者临床常见食欲减退、发力、腹泻等症

状，部分患者可能还伴随呕血、黑便等，合并肝肾综合

征者可有少尿、无尿症状；并发肝性脑病者可有认知障

碍、昏迷等症状[1]。乙型肝炎性肝硬化的治疗主要以改

善患者症状、预防并发症等为主，相关护理方式也多以

治疗原则为中心。叙事护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深层

次护理方式，其强调与患者的沟通互动，重视并理解患

者的经历与需求，在临床上具有很好的护理价值，可树

立患者的治疗信心与生活信念[2]。本文探讨了叙事护理

对患者负面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8 例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一般资料：①叙事组：

39 例，男/女为 25/14、年龄 23 至 71（53.28±2.06）岁；

②常规组：39 例，男/女为 24/15（8/5）、年龄 24 至 70
（53.33±2.11）岁。上述一般资料组间差异小（P＞0.05），
可进行护理方式差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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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①确诊为乙型肝炎性肝硬化者；②无精

神病史者；③对护理方式无异议且配合较好者；④临床

资料完整者。 
排除标准：①凝血功能异常者；②重要脏器，如肾、

肺、心功能异常者；③智力或精神异常者；④中途转院

或对护理方法有异议的患者及家属。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主要为：向患者及家属

讲解乙型肝炎性肝硬化病因、治疗方案、预后等，遵医

嘱对患者行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指导、饮食护理等。以

叙事护理对叙事组患者进行干预，如下： 
1.2.1 组建叙事护理小组 
叙事护理小组成员 3 至 4 人，成员包括 1 名护士

长及 2 至 3 名护理人员，均为临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

员。所有成员均展开 30d 的叙事护理学习与培训，考

核合格后方能展开护理。 
1.2.2 搜集并分析患者资料 
患者入院后第一时间了解患者病史、既往史、教育

层次及兴趣等，并以沟通的形式了解患者的性格、心理

状况等，并在此过程中确定叙事主题，实施叙事护理。 
1.2.3 实施叙事护理 
叙事干预前先依据患者情况选取符合其需求的主

题，并循序渐进开展叙事护理。第一次叙事护理主要工

作内容为解答患者疑惑，纠正认知，即解答患者对于疾

病的疑惑，并引出患者对于疾病、生活等的思考，评估

患者的认知，若患者在此过程中由错误认知或消极情

绪，应给予患者鼓励，纠正其认知，树立其治疗及生活

的信心；第二次叙事护理（约 30min）可与患者讨论乙

型肝炎性肝硬化相关知识，旨在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

病，树立治疗信心，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另外，叙事护

理期间应注意语言恰当，避开敏感词汇；第三次叙事护

理旨在消除患者负面情绪，即从患者爱好、兴趣、性格

等入手，与患者讨论其感兴趣的话题，引导患者放松，

并与其讨论亲属相处之道、健康饮食及如何保持良好

心情等。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状况 
以汉密尔顿抑郁（HAMD）、焦虑（HAMA）量表

评价，HAMD 与 HAMA 量表分界线均为 7 分，＞7 分

则存在抑郁、焦虑，且得分越高抑郁、焦虑越严重。 
1.3.2 护理满意度 
采用自制的护理满意度问卷进行，问卷满分为 110

分，非常满意为 100 至 110 分、一般满意为 70 至 99
分、不满意为 69 及以下。护理满意度计算方式为非常

满意与一般满意例数之和，除以总组例数，乘以

100.00%。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3.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

±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χ2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况 
护理前，患者组间 HAMD 与 HAMA 得分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相关得分均下降，

但叙事组相关得分比常规组更低，二者对比有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1。 
2.2 护理满意度 
与常规组比，叙事组护理满意度更高（100.00%＞

89.74%），二者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0.040），

如表 2。 

表 1  心理状况（ sx ± ，分） 

组别 例数 
HAMD HAMA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叙事组 39 11.47±3.05 6.47±1.06 12.36±3.11 7.05±1.11 

常规组 39 11.33±2.99 9.33±2.41 12.31±3.07 10.06±2.06 

t - 0.205 6.784 0.072 8.033 

P - 0.838 0.001 0.943 0.001 

表 2  护理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叙事组 39 29（74.36） 10（25.64） 0（0.00） 39/39（100.00） 

常规组 39 15（38.46） 20（51.28） 4（10.26） 35/39（89.74） 

χ2 - - - - 4.216 

P - - - - 0.040  



童丽丽，杨昭云，任香玲，朱祥聪，葛云     叙事护理在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中的应用及对心理状况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 49 - 

3 讨论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之一，肝脏承担着解毒、代谢、

合成糖与脂肪等生理功能，当受到病毒入侵时，肝细胞

可能会出现炎症、纤维化等，若不及时干预，肝脏组织

可能会进一步出现纤维增生、硬化，并逐步丧失正常生

理功能[3]。乙型肝炎性肝硬化的临床特征主要为门脉高

压、肝功能减退，且该疾病可引发肝性脑病、上消化道

出血、继发感染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

在疾病症状的影响下，患者也易出现负面情绪[4-5]。临

床需在进行针对性治疗的同时强化临床护理，促进患

者身心康复。 
3.1 乙型肝炎性肝硬化临床护理应用现状（常规护

理 VS 叙事护理） 
常规护理是乙型肝炎性肝硬化临床常用的护理方

式，其拥有较久的应有历史，且其与临床治疗有较高的

契合度，因而在该疾病中有很好的应用价值。但常规护

理的本质为疾病护理，其对于患者心理需求的关注度

不够，且其实施后带给患者心理层面的正面改变有限，

应进一步改善护理方式。叙事护理（Narrative Nursing）
是一种护理实践，其强调以个人叙事和故事提升患者

护理质量，该护理的核心在于重视患者的生活经历与

故事，并认为患者的经历与故事对于他们的疾病经历

及健康有深远影响，以此为出发点，护理人员可更好了

解患者需求，并展开更人性化、个体化的护理[6]。因而

与常规护理相比，叙事护理更具有温度[7]。李爱辉等[8]

的研究表明：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治疗期间，叙事护理

能有效缓解患者不良情绪，并可提高其健康信念、心理

弹性、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3.2 研究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本文以 78 例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为

研究对象，对比并分析了常规护理与叙事护理的差异。

研究发现：与常规组相比，叙事组干预后的 HAMD 与

HAMA 量表得分明显更低，且其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

（100.00%＞89.74%），且二者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0.05），即与常规护理相比，叙事护理更具有护理价

值。分析原因可知，叙事护理的多次叙事中包括了疾病

探讨、心理沟通及生活指导等，上述方式不仅可提高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树立其治疗与护理信心，且可疏导患

者情绪，因而可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 
3.3 结论 
在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中，叙事护理不仅可进

一步改善患者负面情绪，且可进一步改善护患关系，提

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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