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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心理护理在血液科护理中的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3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1 月，需要选取 70 例血
液科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自愿参与研究，符合本次研究标准。采用等分制研究，对照组（n=35 例）血液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观
察组（n=35 例）血液科患者采用心理护理方式，重点记录患者 SAS、SDS 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患者，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0.05）。结论:对血液科患者运用心理护理可以有效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治疗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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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血液科疾病比较危重，治疗周期长，患者比较容易出现

不良情绪。本次研究对血液科患者运用心理护理，具体实施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70 例血液科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自愿参与研究，符
合本次研究标准。采用等分制研究，对照组（n=35 例）血液科患者
运用常规护理方式，患者年龄≥24 岁，≤71 岁，平均年龄（51.47
±3.48）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20 例、15 例；观察组（n=35 例）血
液科患者采用心理护理方式，患者年龄≥23 岁，≤69 岁，平均年
龄（48.75±2.41）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19 例、16 例；两组患者基
础资料差异度高（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血液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即健康宣教、用药指导
等。 

观察组血液科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具体实施如下：（1）资料收
集，患者入院后需要护理人员对其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将心理评估
结果填写到 SAS、SDS 评估表中。随后，需要与患者家属进行交流，
询问患者日常情绪状态、有无行为异常状况、交流状态等，将患者
主诉、家属主诉内容详细记录下来，分析患者出现不良情绪的原因，
根据原因制定合理的心理护理方案[1]。此外，护理人员在执行护理
操作时，注意观察患者仪态、肢体动作以及目光等，若发现有异常
状况，需要及时行护理干预。（2）护理诊断，心理疾病与躯体疾病
存在一定差异，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能通过相关检查行疾病诊断。

部分血液科患者性格比较内向，加上疾病所致心理比较压抑，不愿
意与人交流，而护理人员日常工作比较繁重，比较容易忽视该部分
患者。因此，护理人员应该增加对该部分患者的重视度，在与患者
交流中巧妙运用语言、行为以及态度等，激发患者的倾诉欲，使护
理人员更加明确患者的心理状态，全面收集信息行心理护理诊断[2]。
（3）护理计划制定与实施，依据患者心理问题、评估结果，制定
心理干预对策，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方
案。护理人员适当增加查房频率，主动与患者交流，注意交流时语
气温柔、态度和蔼，若患者对治疗存在疑问，及时进行讲解。护理
在执行护理操作、发放药物时，需要告知患者该操作的注意事项、
作用以及注意内容等，使患者积极配合操作，在整个护理过程中，
有种被尊重、关心的感觉。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液科患者观察指标为 SAS、SDS、护理满意
度。 
1.4 统计学处理 

一般资料、观察指标以及计数资料为本次研究的重要数据组成
部分，为保证研究数据准确性，需要将其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
数据涉及较多需要通过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为本次研
究的例数，观察指标中 SAS、SDS 用（分）表示，护理满意度用（%）
表示，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时，以（P＜0.05）
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对比（n/%）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5 46.25±5.48 31.42±5.47 20(57.14) 13(37.14) 2（5.71） 33（95.29） 
对照组 35 65.36±6.33 53.47±2.87 12(34.29) 14（40.00） 9（25.71） 26（74.29） 

X2  3.987 4.587 2.754 3.471 2.147 4.589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后 SAS 评分为 46.25±
5.48 分、SDS 评分为 31.42±5.47 分，对照组患者运用常规护理 SAS
评分为 65.36±6.33 分、SDS 评分为 53.47±2.87 分，观察组评分优
于对照组，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 95.29%，高于对照组患者 74.29%高，两组研究数据差
异度高（P＜0.05）。 
3 讨论 

目前，我国交通运输业、工厂制造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在方便
人们出行、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同时，大量有害粉尘、气体等有毒
物质排放，造成空气污染，环境质量下跌，导致血液类疾病发生率
不断提高。血液类疾病与造血系统具有较大关系，造血系统出现异
常、障碍后，会诱发红细胞疾病、白细胞疾病、血管性紫癜、血友
病以及特发性血小板减少症等，患者出现该疾病时的临床表现为贫
血、出血、发热、淋巴结肿大、心悸以及气促等[3]。血液类疾病比
较危重，治疗周期比较长，比较容易造成脏器损伤，引发脏器衰竭，
严重会导致死亡。此外，血液类疾病治疗费用比较昂贵，患者经济
负担比较重，加上疾病原因，比较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状况，严

重影响治疗效果。 
本次研究对血液科患者运用心理护理，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
＜0.05）。主要因为心理护理会对患者资料全面进行收集，行护理诊
断，制定科学、合理的心理护理方案，实施动态化的心理护理，舒
缓患者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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