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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ERMA 模式的心理护理对门诊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负面情绪、生活质量的影响

杨 洋

（海安市人民医院门诊，江苏 海安 226600）

【摘 要】目的 ：探讨基于PERMA[积极情绪 (P)、投入 (E)、人际关系 (R)、意义 (M)及成就 (A)]模式的心理护理对门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负面情绪、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年 2月至 2020年 1月采用基于 PERMA模式心理护理干预的 4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观察组，选取 2020年 2

月至 2021年 1月采用常规健康知识教育干预的 41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负面情绪、生活质量、依从性的变化情况。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SAS、SDS分值低于对照组 (P＜ 0.05)；干预后观察组 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05)；干预后观察组各项依从性比例高于对

照组 (P＜ 0.05)。结论 ：门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 PERMA模式的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相关负面情绪与预后，增强患者积极信念，提高生活

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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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ERMA-bas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Yang Yang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Hai'an people's Hospital, Hai'an 226600, Jiangs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PERMA (Positive emotion, Engagement,Relationships, Meaning, 

Accomplishment-PERMA) model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42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ho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perma model from Febr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1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ho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knowledge education intervention from Febr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in negative emotions,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ance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After intervention, the SF-36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After intervention, the complia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s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PERMA model in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rel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prognosis, enhance the positive belief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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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乙类传染病，治疗需根据患者病情程度选择治

疗方案，治疗时间长，且需长期随访 [1-2]。由于许多患者对此病认识缺乏，

导致疾病出现时易产生恐惧、焦虑等心理情绪，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与生

活质量。因此，有效的护理措施改善患者情绪，对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PERMA模式是一种由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及成就 5个要

素组成的新型幸福模式，该理论中认为拥有以上 5个要素可帮助患者缓

解负面情绪，拥有快乐、幸福、蓬勃的人生 [3]。

目前此模式护理在许多癌症、精神分裂患者中应用效果显著，但在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是否存在相同效果未得到证实。为此，本研究探讨

了基于 PERMA模式的心理护理对门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影响，报道

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2月至 2020年 1月收治的 4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

观察组，选取 2020年 2月至 2021年 1月收治的的 41例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为对照组。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乙型肝炎中医

诊疗指南》[4]中相关诊断标准；（2）均无意识障碍，无法沟通者。排

除标准：（1）拒绝配合此次研究者；（2）患有恶性肿瘤者。观察组中

男性 21例，女性 21例，年龄 23～62岁，平均年龄（41.21±11.74）岁；

对照组中男性 21例，女性 20例，年龄 22～61岁，平均年龄（40.85±11.63）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由医护人员患者进行疾病病因，、并发症预防、饮

食等健康知识教育。

1.2.2 观察组：首先成立干预小组，包括 1名心理咨询师和门诊

护士长、2名研究生导师、3名专科护士、4名护理研究生，成员均经

PERMA模式理论知识、慢性乙型肝炎知识培训。专科护士与心理咨询

师制定干预方案与方案调整，护士长与研究生导师负责方案落实。2名

护理研究生负责与患者访谈并指导方案实施，2名护理研究生负责分发、

收集及分析问卷。干预 12周，心理学访谈 2次 /周，30～40min/次。具

体方案：

（1）直面患者内心：围绕患者患病后的心理感受与病情，了解心

理特征，鼓励讲出内心想法，使之正视疾病与内心问题，还可邀请疾病

康复患者进行现身讲解。

（2）矫正非理性信念：围绕近期负面情绪与人生信念等主题，沟

通时找出患者已存在的非理性信念与产生依据，讲解其危害与不合理性，

帮助建立积极信念。

（3）培养感恩向上品质：围绕患病后身边感恩的人与感动事，鼓

励患者睡觉前记录身边所发生的 3件好事，思考原因与感恩对象，指导

患者回忆门诊治疗时给予帮助自己却未感谢的人，可通过电话、面谈方

式表达感谢。

（4）积极情绪：围绕积极情绪的定义与作用，培养患者积极面对

疾病的思维，鼓励通过积极语言改善负面情绪，患者表达出积极情绪时

给与夸赞。

（5）投入：为患者讲解“褔流”的概念与意义，根据患者喜好开

展看书、听音乐等活动。

（6）人际关系，向患者解释积极主动式回应的定义，同时通过演示、

介绍等方式展现积极主动、消极主动、积极被动、消极被动 4种回应方

式的差异及利弊，指导家属、病人及病友围绕 4中回应方式开展活动，

进行角色扮演。

（7）意义：围绕人生意义，讲解每个个体都是世界独一无二，无

需一直与他人比较，纠正患者对疾病痊愈与人生意义的关联程度，指导

患者保持乐观心态面对人生中的起伏。

（8）成就：成就感可帮助获得积极心理，鼓励患者积极做自己擅

长的事情，以此获得成就感，根据患者病情制定适合的功能锻炼方案，

并给予患者支持与鼓励。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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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和抑郁

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6]评估干预前后心理状态，

SAS、SDS均有 20个评估项目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症状越严重。

（2）采用健康调查简表 SF-36（GenericQualityofLifeInventory-36)[7]

评估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共有 36个评估项目，各项目分值相加为总分

（100分），分越高则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3）采用本院自拟的调查表（本调查量表经信效度检验

Cronbachα系数为 0.937）评估干预后饮食、定期检查等 4个方面依从性，

总分：100分，>90分表示依从。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记录的数据，“%”表示计数资料，

数据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 ）表示计量资料，数据间比较采用 t检验，

P＜ 0.05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负面情绪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各项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P＞ 0.05)，干预后两组各项

评分均显著降低 (P＜ 0.05)，且观察组 SAS、SDS分值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负面情绪的比较（ ，分）

组别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2） 60.17±4.65 44.76±4.63a 58.91±4.72 43.65±4.85a
对照组（n=41） 60.38±4.64 50.36±4.92a 59.12±4.84 49.34±5.61a

t 0.206 5.341 0.200 4.947
P 0.837 <0.001 0.842 <0.001

注：a表示与组内干预前比较，P＜ 0.05。

2.2 两组生活质量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 SF-36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P＞ 0.05)，干预后观察组

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的比较（ ，分）

组别
SF-36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2） 52.85±12.67 76.65±11.38a
对照组（n=41） 52.74±12.56 65.34±10.75a

t 0.040 4.652
P 0.968 <0.001

注：a表示与组内干预前比较，P＜ 0.05。

2.3 两组护理依从性的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各项依从性比例高于对照组 (P＜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依从性的比较 [n（%）]
组别 饮食 康复锻炼 定期检查 按时用药

观察组（n=42） 41（97.62） 40（95.24） 41（97.62） 41（97.62）
对照组（n=41） 35（85.37） 33（80.49） 34（82.93） 33（80.49）

χ² 4.034 4.260 5.142 6.298
P 0.045 0.039 0.023 0.012

3 讨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可出现乏力、尿黄等症状，好发于不洁注射、反

复输血等人群 [8]。根据流行病学显示，此病是世界流行性疾病，具有地

区性差异，全球每年约 88.7万人死于相关慢性乙型肝炎疾病，我国病人

数约1.0亿人 [9]。由于此病病程较长、具有传染性、易复发，目前无法根治，

导致患者生活、工作、家庭均受到一定影响，加上外界对此病具有歧视，

因此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易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后续治疗及预后 [10]。

因此有效的护理措施尤为重要。

PERMA模式的心理护理是一种新型的心理干预措施，通过感恩练

习、内心表达、积极信念等方式增强患者的积极情绪，促进患者表达，

改善身心健康 [11]。本研究门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患者应用此研究之后，

发现观察组 SAS与 SDS分值均低于对照组。提示 PERMA模式的心理护

理能够使患者内心想法真实表达，建立积极信念与情绪，提高成就感，

以此患者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焦虑、害怕、抑郁等负面情绪得到降低。

与陈娟等 [12]研究相似，其研究中应用 PERMA模式下心理护理的恶性

肿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得到了有效缓解。于晓娜等 [13]同样发现此模式

能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本研究还发现，干预后观察组 SF-36评分高于对

照组。提通过分析得知，本研究的干预方法能有效改善患者因疾病产生

的负面情绪，促进患者机体恢复，改善预后，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水

平。王海梅等 [14]指出此模式还能对烧伤患者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本研究对两组患者依从性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各项依从性

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 PERMA模式的心理护理培养了患者积极、

乐观感恩、向上的积极品质，帮助患者获得更多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使

患者负面情绪得到有效缓解，保持患者心情舒畅，促进了患者身心健康，

提高了服药、复查、饮食等依从性，使预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而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有了显著提升。与胡新亚等 [15]研究结果一致，其艾

滋病患者应用了幸福 PERMA模式护理干预，发现患者治疗依从性得到

了提高。

综上所述，PERMA模式的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相关负面情绪

与预后，增强患者积极信念，提高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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