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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手段及其效果进行研究。方法：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血液科接

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144 例，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将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相同，以 72 例患者为一组。在实验过程中，护

理人员通过常规护理手段对甲组患者进行护理，通过优质护理手段对乙组患者进行护理，对两组患者移植成功率、并发症出现情况进行记

录和对比。结果：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移植成功率较高，两组患者移植成功率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

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并发症出现几率较低，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几率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护理中优质护理有着较好的效果，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移植成功率的提升，降低并发症出现几率，具有

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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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阶段，临床上多是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对血液病患者
进行治疗，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血液病治疗效
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率较低，不良
反应出现几率较高，会对手术效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患
者的康复。这种情况下，对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手段及其效
果进行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血液科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144 例，两
组患者分别接受常规护理及优质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血液科接
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144 例，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将所选患者分
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相同，以 72 例患者为一组。甲组所选 72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人数共有 40 例，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人数差
为 8 人，患者年龄最小为 18 岁，年龄最大为 50 岁，（34.8±2.5）
岁为均值年龄，乙组所选 72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人数为 41 例，男性
患者与女性患者的人数差为 10 人，患者年龄最小为 18 岁，年龄最
大为 51 岁，（34.9±2.7）岁为均值年龄，两组患者基本信息方面差
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数据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所选患者均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年龄大于等于 18
岁，且精神正常，意识清醒；患者及其亲属完全掌握本次实验的内
容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本院伦理委员会允许本次实验的进行；患者
及其亲属均签署自愿协议。排除标准：患者患有其他可能影响实验
结果的疾病[1]。 
1.2 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常规护理手段对甲组患者进行护
理，通过优质护理手段对乙组患者进行护理。护理人员在对甲组患
者进行护理时，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细致的分析，确保常
规护理手段选择的科学性，以保证护理工作的质量。在乙组患者护
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注意高度重视患者的感受及诉求，为患者提
供全方位的优质护理服务。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应向患者及其
亲属详细讲解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帮助患者及其亲属正确看待造
血干细胞移植，以此为手术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而且护理人
员应对患者的饮食及活动进行规范，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确保患者能够得到适当活动。护理人员应注意分析患者的心理
状态，正确看待患者出现的紧张、焦虑情绪，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护理人员在工作中还应注意环境
管理工作的开展，确保层流室温湿度的合理性，并定期对层流室进
行清洁和消毒，确保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高效有序开展。此外，护理
人员应充分考虑到护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并提前制定应对
方案，尽可能避免并发症的出现，保证手术的效果。 
1.3 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移植成功率、并发症出现情况进行记录和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间的统计学处理工具使用 SPSS21.0，观察组指标均使用
（分），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分别使用（x±s）、（n）表示，若数据
间差异较大且存在统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0.05）[3]。 
2 结果 

2.1 
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移植成功率较高，两组患者移植成功

率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甲
组患者，乙组患者并发症出现几率较低，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几率
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内容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移植成功率及并发症出现情况 

组别 人数（n） 移植成功率（%） 并发症出现几率（%） 

甲组 72 88.89 9.72 
乙组 72 100.00 2.78 
X2 值 - 5.137 12.637 
P 值 - p＜0.05） p＜0.05） 

3 讨论 
相比常规护理，优质护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护理中有着显

著的优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手术效果，减轻患者的痛苦。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血液科接受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144 例，意在对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手
段及其效果进行研究[4]。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
移植成功率较高，甲乙两组移植成功率分别为 88.89%及 100.00%，
两组患者移植成功率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
＜0.05）；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并发症出现几率较低，甲乙两组
患者并发症出现几率分别为 9.72%及 2.78%，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
几率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 

本次实验表明，优质护理在促进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率的提
升、降低并发症出现几率方面效果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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