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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型肝炎伴肝功异常的学生的干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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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心理干预对高校新生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伴肝功能异常的作用!为他们的健康

生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将证实为乙型肝炎"下称乙肝#并伴肝功异常的高校新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进行心理

干预!对照组未进行心理干预$结果
!

与对照组相比!进行心理干预的学生的肝功能和心理状况都有明显好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结论
!

对乙肝并伴有肝功异常的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可以明显地改善肝功能!提高在

校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

乙型肝炎&

!

肝功能异常&

!

心理干预&

!

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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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的高流行区#全国乙肝病毒

$

U[P

%携带率为
*+%,

#全球每年约有
&##

万人死于
U[P

感

染所诱发的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这使乙肝

患者尤其是慢性乙肝患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常常产生焦

虑)抑郁)恐惧)绝望)自卑等不良情绪*

&.$

+

#其中慢性乙肝患者

的抑郁情绪尤为突出*

)

+

#他们在入学)就业)婚姻均遭受严重的

社会歧视和排斥*

".'

+

#其遭受的心理伤害往往大于身体的损害,

学校是易感人群集中的场所#本文对
$##*

年珠海市
$

所高校

新生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U[>-

=

%携带者并伴有肝功异常者经

过一年的干预进行评价#为患乙肝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质量的

提高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所高校入学新生在本院体检乙肝

两对半阳性并伴肝功异常者为对象#甲校
&$#

例#乙校
&&&

例,

$+/

!

方法
!

心理干预降低抑郁症状配合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等

干预措施#对照干预前)后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半年后对这

批学生重新进行问卷调查#复检肝功能并对照入校时的肝功进

行比较分析,

$+/+$

!

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
!

集中进行乙肝专题讲座#向患

者讲解乙肝的常见症状)发展后果)治疗措施)疾病监测#强调

疾病与精神)不合理休息)饮食及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的关系,

$+/+/

!

心理指导
!

乙肝患者心理负担重#怕因疾病影响学习

生活#情绪容易激动#让患者要保持稳定的情绪#学会释放或缓

解压力#多与人交谈)倾诉#保持心情愉快,

$+/+'

!

生活方式的指导
!

$

&

%指导患者合理休息及运动!每天

保证适量睡眠#中午养成午休习惯#强调休息的必要性及重要

性(如果病情轻#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适当运动#运动强度及

时间以不感疲劳或无其他不适为宜,$

$

%指导患者合理膳食#

注意营养搭配#多食新鲜蔬菜水果#少食高脂)高胆固醇食物及

辛辣食品,$

)

%不饮酒!乙醇通过肝脏代谢#对肝脏损伤大#要

求患者禁酒,$

"

%病情较重者治疗干预!乙肝患者容易乱投医#

不科学治疗和不合理用药#药物的不良反应又增加了肝脏的负

担#结果致肝脏损伤加重#要求乙肝患者用药要规范#必须在医

生指导下用药,

$+'

!

统计学方法
!

所得数据采用
#

$ 检验进行处理,

/

!

结
!!

果

/+$

!

干预后随访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情况
!

见表
&

,

干预前)后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

表
&

!!

干预前)后心理和生活状态比较&

,

'

观察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6

合理休息及运动
)&+! *&+%

$

#+#'

抑郁状态
(!+% )$+"

$

#+#'

情绪稳定
&!+% ()+&

$

#+#'

合理膳食
$&+* %(+'

$

#+#'

饮酒
(+$ $+)

$

#+#'

遵医嘱用药
"%+( *)+!

$

#+#'

/+/

!

康复情况
!

对
$)&

例学生
!

个月后检测肝功能#结果干

预组
&$#

例学生中
-N/

有
!)

例转为正常#

'%

例虽然没转为

正常#但也有所好转(未进行干预的对照组
!

个月后复查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3EK1AO4:;

!

D021CE1?$#&&

!

P04+(

!

D0+$&



-N/

#

&&&

名学生中仍然有
&#%

例异常#

-L/

的情况和
-N/

的

情况一致,由此看出通过干预后学生肝功能得到了明显好转,

/+'

!

肝功能情况
!

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两组肝功能的比较&

Hc;

'

肝功能
实验组

$##*

年
$#&#

年

对照组

$##*

年
$#&#

年

-N/

异常
&$# '% &&& &#%

-L/

异常
&&! '& &#( &#&

!!

注!

-N/

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L/

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

讨
!!

论

'+$

!

不良心理状态的影响
!

乙肝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会影响

机体的神经免疫调节功能#削弱机体的防御作用#妨碍疾病的

康复#加速病情恶化,加之乙肝病程长#见效慢#多数患者失去

了治疗信心#表现为情绪低落#恐惧抑郁#心理干预能有效地改

善患者的身心症状*

!

+

#可使患者能够正确对待疾病#消除或减

轻各种应激源#使患者适应角色#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

合治疗,乐观的情绪是机体内环境稳定的基础#保持内环境稳

定是慢性乙肝患者自身精神治疗的要旨*

%

+

,

'+/

!

干预可以让多数患者合理休息及运动
!

此组乙肝患者通

过干预后重视休息及合理运动的人数增加,保证充分的休息

与睡眠是肝脏恢复健康的重要手段#尤其是肝功能受损阶段,

如能达到精神饱满#或是活动后不觉得累#表明已达到充分休

息的状态(如果始终有睡不够的感觉)或入睡困难等情形#就应

该报告医生#并做适当处理,

'+'

!

干预可以让患者重视合理膳食
!

多数患者干预后能注重

新鲜天然)均衡饮食#主动避免摄取不新鲜)发霉)油炸)腌熏)

腌渍)罐头等加工食物#除此之外还应拒绝乙醇的诱惑,肝脏

是乙醇主要代谢场所#而乙醇和其代谢物会伤害肝细胞#形成

酒精性肝病#甚而进展成为肝硬化#也大大提升了肝癌的罹患

率#所以乙肝患者应远离乙醇#拒绝饮酒,

'+1

!

干预可以让患者规范用药
!

肝脏是代谢大多数药物的器

官#而药物代谢过程中常会产生一些毒性的物质#容易伤害肝

脏导致药物性肝炎#更容易加重病情#干预后患者依从性增强#

能按疗程服药)定期复查)复诊,

'+2

!

大力加强乙肝患者心理干预措施
!

$

&

%认识乙肝健康知

识!包括病因)临床表现)传播方式)治疗)护理)亲友的预防措

施等,$

$

%教会他们自我保健技能!包括消毒隔离措施)合理安

排日常生活)定期复查及健康行为等,$

)

%积极地应对指导!包

括正确的认识疾病)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合理运动等以保持良

好心理状态,$

"

%加大对社会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对乙肝的

消毒隔离及其预防措施的认识程度#以减少乙肝的传播及发

病#这对促进人们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
&$#

例乙肝学生不良生活方式的心理干预#提

高了对乙肝知识的知晓率#抑郁状态明显降低或好转#促进了

他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建立#提高了依从性,心理干预

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防止并发症的主要措施#通过干预#能

认识乙肝危险因素及防范方法#可有效地控制乙肝病情*

(.*

+

#有

利于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减少社会)家庭的经济负担#提

高这部分乙肝学生在校的生活和学习质量,护理和心理干预

的有无#对乙肝患者的心理和肝功改善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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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应该重视
K L̀-

感染的预防,严格消毒隔

离制度)加强高危人群的监测力度#及时掌握住院患者
K L̀-

感染状况及耐药情况*

%

+

#为
K L̀-

耐药性发展趋势提供信息#

及时与临床沟通#协同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时调整

治疗策略,如果相关措施实施到位#相信不仅能够降低
K .̀

L-

的发生率#更能为患者节约治疗费用#并为遏制抗菌药物的

滥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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