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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

选取198名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患者相关指标。结果：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病耻

感得分为(66.21 ± 11.82)分、心理弹性得分为(59.31 ± 16.80)分、生活质量得分为(92.60 ± 19.50)分；

病耻感与心理弹性、生活质量呈显著性负相关关系(P < 0.01)；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

(P < 0.01)。结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受病耻感及心理弹性的影响，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越低，

病耻感越高，生活质量越低，临床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将患者的心理弹性提高，将患者的病耻感显著降低，

从而将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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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igma, resil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Methods: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98 pa-
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observe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scored (66.21 ± 11.82) on 
stigma, (59.31 ± 16.80) on the resilience, and (92.60 ± 19.50) on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igma and resil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P < 0.01).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is affected by stigma and resilience. 
The lower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of patients, the higher stigma and the lower the quality of life. 
Clinical nurse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by improving the patients’ resilience and 
reducing 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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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肝硬化是各种慢性肝病进展至肝脏慢性炎症、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再生结节和肝内外血管增殖

为特征的病理阶段，在我国，导致肝硬化的病因目前仍以乙型肝炎病毒为主[1]。有研究表明慢性乙肝肝

硬化患者在疾病、生活、工作等多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表现出的心理障碍有所不同，导致生

活质量显著降低[2]。对于病耻感而言，其属于社会上一种刻板、消极并且广泛的现象[3]，是指患者因为

患病后所产生的一些无法避免的特征和社会大众对其传统认知的冲突而遭到他人歧视或者被贬低的一种

自我不良体验的感受[4]。心理弹性是个体在面临重大逆境(包括身体疾病)时保持或恢复心理健康的能力

[5]。有研究[6] [7]表明，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可以降低患者的病耻感，提高生活质量。故本研究旨在

分析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心理弹性以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探讨病耻感、心理弹性及生活质

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对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有效护理提供有力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将青岛某三级甲等医院消化内科、肝病科 2019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收治的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 198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对于乙肝肝硬化疾病诊断标准均符合，患者慢性乙肝肝硬化病程均 > 1
年；② 年龄 ≥ 18 周岁；③ 精神正常，无智力障碍，意识清楚，足够的视觉和听力敏锐度，能阅读文字

或正确回答问题，能合作者；④ 患者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 因患严重疾病不能独立

完成调查者；② 患者患有其他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及癌症等如肺结核、艾滋病、精神分裂、大肠癌等

影响患者受歧视状况的因素；③ 不配合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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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合理完成一般资料调查表创建，对患者的疾病治疗以及一般资料实施收集。对被调查者的年龄、性

别、文化程度以及婚姻情况等进行合理统计调查。 
2) 社会影响量表(Social Impact Scale, SIS)  
本研究采用 SIS 量表对患者的病耻感实施测量。主要包括条目 24 个，维度共包括 4 个。主要体现为

经济歧视、社会排斥、社会隔离以及内在羞耻感几方面。量表总分是 4 个维度分数之和，总分 96 分，得

分越高，说明病耻感越强。 
3) 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 CD-RISC 量表来测量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该量表包含 25 个条目，分为 3 个维

度：力量性、坚韧性、乐观性。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4) SF-36 生活质量量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 SF-36)  
该量表包含了 8 个维度 36 个条目 2 大类：包括生理功能(physical functioning, PF)、生理职能(role 

limitations due to physical health, RP)、躯体疼痛(bodily pain, BP)、总体健康(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s, GH)、
活力(vitality, 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 SF)、情感职能(role limitations due to emotional problems, 
RE)、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MH)，前 4 个维度归为躯体健康(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 PCS)，后 4
个维度归为精神健康(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总分为 149 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的生活质量

越好。 

2.2.2. 资料收集方法  
就本次研究内容、目的以及系列待完成项目展开认真介绍，并且需要做好资料保密工作。获得患者

知情同意后向患者发放问卷。 

2.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的数据分析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别利用 X2检验、t 检验完成计数资料以及计

量资料统计，并以 n (%)、表示，最终 P < 0.05 证明呈现出明显差异。 

3. 结果  

3.1. 198 例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男性 131 (66.2%)人，女性 67 (33.8%)人，年龄在 34~89 岁，平均年龄为(59.56 ± 10.56)岁；病程 ≤ 5
年 139 (70.2%)人，>5 年 59 (29.8%)人；婚姻状况：已婚 190 人(96.0%)人，其他 8 (4.0%)人；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3 (67.1%)人，高中及以上 65 (32.9%)人；目前自我照护情况：完全能自理 142 (71.7%)人，

部分自理 56 (28.3%)人；药费支付情况中职工医保 77 (38.9%)人，居民医保 73 (36.9%)人，其他 48 (24.2%)
人；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3000 元 79 (39.9%)人，3001~5000 元 82 (41.4%)人，其他 37 (18.6%)人；未

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 153 (77.3%)人。 

3.2. 198 例研究对象病耻感、心理弹性、生活质量现状分析  

本研究中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得分为(66.28 ± 15.31)分，心理弹性得分(59.31 ± 16.80)分，生活

质量得分(95.55 ± 23.91)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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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all patients’ sense of shame score, resilience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n = 197) 
表 1. 所有患者的病耻感评分、心理弹性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统计(n = 197) 

项目 总分范围 得分范围 总分( x s± ) 

病耻感总分 24~96 38~90 66.21 ± 11.82 

社会排斥 9~36 13~36 25.22 ± 4.69 

经济歧视 3~12 4~12 7.76 ± 2.43 

内在羞耻感 5~20 7~20 15.57 ± 3.49 

社会歧视 7~28 10~26 17.66 ± 3.85 

心理弹性总分 0~100 21~91 60.01 ± 16.80 

坚韧性 0~52 13~49 30.73 ± 9.16 

力量性 0~32 4~29 19.42 ± 5.71 

乐观性 0~16 1~14 9.84 ± 2.76 

生活质量总分 36~149 38~132 92.60 ± 19.50 

生理机能(PF) 10~30 11~30 22.40 ± 5.22 

生理职能(RP) 4~8 4~8 5.61 ± 1.75 

躯体疼痛(BP) 2~11 4~10 7.88 ± 1.85 

总体健康(GH) 5~25 5~24 13.29 ± 4.19 

精力(VT) 4~24 3~20 12.61 ± 3.24 

社会功能(SF) 2~10 2~10 7.63 ± 1.75 

情感职能(RE) 3~6 3~6 5.32 ± 1.46 

精神健康(MH) 5~30 4~25 17.87 ± 4.38 

3.3. 相关性分析  

对于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而言，其自身病耻感同心理弹性、生活质量呈显著性负相关(P < 0.01)，心

理弹性与生活质量呈显著性正相关(P < 0.01)。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item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n = 197) 
表 2. 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各项目相关性分析(n = 197) 

项目 病耻感 心理弹性 生活质量 

病耻感 1   

心理弹性 −0.566** 1  

生活质量 −0.547* 0.549** 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 讨论 

4.1. 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心理弹性现状 

本研究显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得分为 66.21 ± 11.82 分，处于较高水平，通过查阅文献关

于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病耻感的研究较少，但以往对慢性乙型肝炎的患者研究表明其病耻感处于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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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8] [9]，比直肠永久性造口患者病耻感(61.5 ± 11.2 分)稍高[10]。本研究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心理弹

性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与于静静[11]等研究的肝硬化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57.80 ± 8.69 分)是相当的。分析

原因，可能与大多数群众仍不知晓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仍认为只要接触乙肝病人就会感染并得乙型肝

炎，致使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严重，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隐瞒自己的病情，并讳疾忌医，耽误疾病

治疗。 

4.2. 相关性分析 

4.2.1. 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自身病耻感同心理弹性表现出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显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病耻感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说明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呈现出较高的心理弹性水平，对应表现出较低的病耻感水平。同黄秀文[12]获得

一致的研究结论。在心理学领域中，心理弹性属于关键指标，其对于个体针对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行

为变化以及心理变化可以充分反映。此种状态具有伸缩空间，在环境发生变化情形下，其对于患者针对

环境表现出的适应能力以及动态调节能力可以有效反映[12] [13] [14]。如患者呈现出较高的心理弹性，则

需要以良好心境以及情绪针对疾病的不可预见性加以面对，对于外界产生的嘲讽、排挤以及歧视给予正

确应对，将负性情绪显著减少，将病耻感显著减轻。在临床护理工作期间，需要就保健预防知识以及健

康宣教认真讲解，将患者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通过情感沟通方式的合理运用，将患者的心理素质显著

提高，将患者积极向上的信念以及面对困难的信心显著提高，将患者的病耻感显著降低，将患者的生活

质量显著提高。 

4.2.2. 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显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病耻感与生活质量表现出负相关特点，二者呈现出显著差异

(P < 0.05)。从而证明，对于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而言，其呈现出越高的病耻感，则表现出较低的生活水

平。同李科瑾等[15]关于淋巴瘤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病耻感总分及各维度均与患者的生活质量

总分及各维度呈负相关。对于病耻感而言，在慢性病患者中，属于较为常见的心理应激反应，不但源于

自我感知，而且也产生于他人产生的歧视感。如患者的病耻感较强，在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疾病进展至

出现明显症状，并且自理能力受到限制需要他人帮忙照顾时，则会呈现出严重的自卑心理，表现出非常

强的自我羞耻感。对外在的排斥力以及歧视感产生影响，从而无法对现实积极面对，无法对治疗耐心接

受，拒绝与他人沟通。并且在治疗期间，往往较为被动，从而无法对治疗给予积极配合，自觉身体情况

呈现出显著降低后，系列不适症状呈现出显著增加，对治疗效果产生严重影响，导致生活质量明显降低。 

4.2.3. 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 
此次研究中，对于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而言，其生活质量同心理弹性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说明慢

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生活质量越好。这与张毓珍[16]等的研究结果相仿，通过基于

Snyder 希望理论对肝硬化腹水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帮助其重拾治疗信心，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在临床具体工作期间，对于心理状况评估需要给予充分重视，依据结果，选择

对应的措施给予护理干预，能够于生活中，对自身生命意义给予感悟，将患者的心理弹性提高，能够以

乐观、执行以及坚强态度，面对疾病造成的系列困扰，将患者的心理压力减轻，将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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