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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并发肌少症细节护理在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并发肌少症

中的应用效果分析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张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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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说明细节护理在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并发肌少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统计在 2022-8
至 2023 年 5 月期间，在本院诊治的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病人 26 例纳入此次样本中，采取随机奇偶数法分为比照

组和探索组各 13 例，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细节护理干预模式，观察取得的临床效果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探索

组病人在手术后肌少症等并发症几率为 7.69%（1/13）较比照组几率 46.15%（6/13）明显下降，统计有差异性（P ＜ 0.05）。

探索组满意率调查统计为 92.3%（12/13）与比照组满意率 53.84%（7/13）相比更高，统计意义较大（P ＜ 0.05）。干预前

探索组焦虑、抑郁评分值统计分别为（26.36±2.45）、（51.39±2.41），比照组焦虑、抑郁评分值统计分别为（51.78±2.65）、

（51.48±2.35），数据差异不大；经干预后情绪状态明显改善，其中探索组情绪评估值分别为（40.25±2.18）、（41.58±2.31）
与比照组各项评分（46.28±2.25）、（47.18±2.34）统计显示显著降低，统计有差异性（P ＜ 0.05）。结论：对于异基因骨

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病人，在围手术期间展开细节护理干预模式，有效改善负面心态，减少术后并发症几率，提高生命安

全性，延长病人生存时间以及质量，赢得病人满意与肯定，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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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etailed care in sarcopenia after allogeneic bone marrow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statistics during 2022-8 to May 2023,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llogeneic 
bone marrow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26 patients into the sample, take random odd parity method is divided into 
comparison group and exploration group 13 cases, respectively,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detail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complications. Results: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loration group was 7.69% (1 / 13) 
compared with the 46.15% (6 / 13)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with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exploration group of 92.3% (12 / 13) was higher than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53.84% (7 / 13), an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greater (P <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were (26.36 ± 2.45) and (51.39 ± 2.41),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51.78 ± 2.65) and (51.48 ± 2.35, respectively),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data; The emotional 
state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mong them, the emotional assessment values of the exploration group were 
(40.25 ± 2.18), (41.58 ± 2.31) and the scores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46.28 ± 2.25) and (47.18 ± 2.34)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 
Statistics were different (P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allogeneic bone marrow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perioperation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mentality, reduce the 
cha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mprove life safety, prolong the survival time and quality of patients, and win the satisfaction 
and affirmation of patients, which is of promotion value.
Key words detail care; allogeneic bone marrow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sarcopenia; effect

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近几年来临床上治疗恶

性血液疾病、神经实体瘤以及代谢性疾病的重要方式 [1]。

白血病、淋巴瘤及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是常见血液恶性疾

病之一，患病后多出现不同程度贫血、出血以及发热等情况，

主要发病机制是由于造血干细胞形态异常所致 [2]。随着医

疗科学科技的进步，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骨髓移植技术不

断成熟，在放化疗技术加持下，对机体肿瘤细胞以及异常

细胞进行处理清除，再通过将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给病人，

从而恢复起造血功能以及提高免疫系统 [3]。异基因骨髓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具有极高的成功率，是延长病人生存时

间的重要治疗方式。虽然该方式可以减少机体移植物抗宿

主病的发生情况，但在移植后极易发生感染、出血性膀胱

炎以及肌少症等并发症情况。肌少症是一类由于疾病以及

年龄因素所致的一类骨骼肌肉减少质量不断减少，且肌力

下降，伴随肌肉萎缩以及功能减退病症，且该疾病发病具

有渐进性特点，若不能及时控制治疗，可能会导致全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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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疾病，严重者甚至发生肢体残疾，严重影响病人生存

质量 [4]。对于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积极展开

规范化、细节化护理干预模式，对改善临床病症、降低肌

少症等并发症起到积极作用，也是提升生存质量的重要措

施 [5]。此次研究中对于筛选的 26 例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

移植术病人采取细节护理对肌少症临床效果进行探究与分

析。

11临床资料临床资料

1.1 基础统计资料

统计在 2022-8 至 2023 年 5 月期间，在本院诊治的异

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病人 26 例纳入此次样本中，采

取随机奇偶数法分为比照组和探索组各 13 例。比照组包

含男性、女性分别为 8、5，年龄搜集均值（36.85±5.41）
岁；探索组包含男性、女性分别为 6、7，年龄搜集均值

（36.12±5.26）岁。疾病类型：白血病 16 例、淋巴瘤 2 例、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6 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2 例。以

上病人统计基线对比结果非常相近，差异不大（P>0.05），

有可比性。纳入机制：（1）所有纳入病人均符合并采取骨

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2）经知情后同意手术方案，并

且无中途转院或者病死情况；（3）病人精神状态正常，可

以正常交流。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功能异常病人；

（2）合并凝血异常病人；（3）合并严重传染疾病。

1.2 方法

比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方式：严格监测病人生命体

征变化，并遵从临床医嘱给予药物以及饮食指导。

探索组则采取细节护理干预模式，详细内容如下；（1）
基础护理细节规范化：对科室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组织培训，

提高对临床操作熟练度，进一步规范打针、发放药物、测

体温、出入量登记等基础操作，注重各项细致化操作，让

患者有一个直观感受体验，可以及时预防并发症发生；（2）
排尿护理：在骨髓移植手术后，定时观察病人尿量、颜色、

性质等情况，对每日出入量严格进行记录与统计、对于病

人发生排尿困难以及疼痛情况、指导病人应用温毛巾对膀

胱部位进行热敷、并给予按摩可诱导排尿。（3）饮食护理：

在手术后病人由于免疫力、抵抗力相对不足，鼓励病人多

进食清淡、易消化的营养健康食物，并指导其多饮水，不

仅可以稀释尿量，同时可减少尿路感染情况发生。（4）并

发症护理干预：①肌少症干预：首先对于骨髓移植病人，

可能出现肌少症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且为病人创造一个

温馨舒适、干净整洁的病室环境，提高住院舒适度，降低

跌倒等意外事件，同时指导病人进行抗阻性运动，以病人

手术后身体恢复情况为主，开展渐进性抗阻活动锻炼，有

效控制活动强度、量，可有效预防肌少症发生，明显改善

临床病症，同时再辅助高蛋白健康营养饮食，可以延缓肌

少症病情进展，增强免疫力。②骨髓移植病人，在术后极

易出现高热、感染等情况，护理人员在进行临床操作期间，

对无菌操作细节加强严格管控，可以降低感染几率，并保

持病室内空气流通，严格控制探视人员，减少人员走动。

并做好病房及走廊内消毒工作，对于体温过高病人，指导

病人家属进行物理降温，同时告知病人多饮水，维持机体

水电解质平衡。③胃肠道护理干预：根据移植后身体恢复

情况及病人饮食习惯相结合，制定科学营养的膳食方案，

给予病人高热量、高蛋白饮食，增强机体抵抗能力，指导

病人多食用新鲜水果以及蔬菜增加纤维素摄入，预防病人

发生便秘。④出血干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病人血小板呈

现降低状态，在逐步恢复正常造血期间，病人容易出现出

血，尤其颅内出血，避免病人的活动是重要的措施，严格

要求病人绝对卧床修养，在床上、床周或床旁解大小便，

杜绝太多人探视，观察病人情绪变化，尽量安抚、安慰病人，

减少情绪波动。（5）心理疏导干预：对于骨髓移植病人，

治疗期时间较长，且在放化疗清除肿瘤期间，加重病人疼

痛感，再次异基因骨髓移植期间极易出现抑郁、恐慌、焦

躁不安等负面情绪，在临床护理期间加强病房巡视，并细

心观察病人心理状态及情绪变化，引导并鼓励病人主动倾

诉，对病人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减轻病人过度焦虑情绪，

并组织移植手术后恢复较好的病人进行沟通与交流，增强

病人治疗信心与希望。同时家属多陪伴与关爱病人，给予

精神支持，减轻病人心理压力与负担。帮助病人构建治疗

信念。同时在手术后给予健康知识宣教，对于不同恶性血

液肿瘤疾病术后需要注意事项、并发症以及恢复情况及时

告知，以及对于术后干预措施预防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强

调，提高病人治疗措施配合度。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经不同干预模式后，各组术后并发症几率、满意

度评价以及负面情绪状态统计。对于焦虑、抑郁情绪借鉴

量表 SAS、SDS 评估统计，分数值与病人情绪状态呈反比，

分值越低表明焦虑情绪越少 [6-7]。满意率采取出院前科室自

制服务评价进行调查统计，分数值越高则表明满意程度越

高。

1.4 统计分析

主要依据传统 SPSS24.0 文件包分析此次数据，并发症

几率作为计量资料，行卡方检验；情绪评分作计数统计采

取（x±s）表达，行 t 检验。待统计分析结果计算确定以后，

若结果存在比较差显著异化，则表示 P≤0.05。

22 结果结果

2.1 组间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分析

探索组病人在手术后肌少症等并发症几率为 7.69%
（1/13）较比照组几率 46.15%（6/13）明显下降，统计有

差异性（P ＜ 0.05）。详情见表 1。

表 1 组间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分析

组别 例数 感染 出血 肌少症 总率

探索组 13 1（7.69） 0（0.00） 0（0.00） 1（7.69）

比照组 13 3（23.07） 1（7.69） 2（15.38） 6（46.15）

X2 -- -- -- -- 4.887

P -- -- -- --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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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组间病人对服务评价统计分析

探索组满意率调查统计为 92.3%（12/13）与比照组满

意率 53.84%（7/13）相比更高，统计意义较大（P ＜ 0.05）。

2.3 各组病人在干预前后心理情绪变化分析

干 预 前 探 索 组 焦 虑、 抑 郁 评 分 值 统 计 分 别 为

（26.36±2.45）、（51.39±2.41），比照组焦虑、抑郁评分

值统计分别为（51.78±2.65）、（51.48±2.35），数据差异

不大；经干预后情绪状态明显改善，其中探索组情绪评估

值分别为（40.25±2.18）、（41.58±2.31）与比照组各项评

分（46.28±2.25）、（47.18±2.34）统计显示显著降低，统

计有差异性（P ＜ 0.05）。

33 讨论讨论

临床中白血病、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是临床常见恶性

血液疾病，极易导致机体骨髓异常原始细胞以及幼稚细胞

大量繁殖，严重影响正常骨髓造血干细胞，进一步使机体

造血功能受到限制，随着肿瘤病灶不断转移、浸润，极易

侵犯肝、脾脏腑，甚至是淋巴结等器质性脏器。随着急性

白血病病情加重、迁延，出现出血、感染、发热、贫血等

临床病症。当前，临床上比较常见治疗方式为放化疗以及

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通过两种方式结合，可以

有效杀死肿瘤细胞，并移植正常的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

可以重建机体造血系统以及免疫系统，延长生存时间，是

临床上挽救恶性血液疾病的最重要治疗方式 [8]。但由于异

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容易发生出血、肌少症等

并发症情况，影响生存质量和康复疗效。目前临床上对于

如何预防和减少骨髓移植术后并发症情况，已经成为临床

医学研究重点。根据有关数据研究显示：MSCT 病人在术

后发生肌少症的几率占据 35%-55%。肌少症是临床骨髓移

植手术后最严重并发症之一，不仅增加病人疼痛感，导致

病人握力、生物电阻抗以及运动功能发生障碍，同时对肢

体功能、骨骼恢复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甚至部分病人均出

现不同程度残疾，严重影响病人术后生存质量，增加病死

率和再次住院几率，增加家庭负担。当前在临床上对于经

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并发积少症情况，由于发病机制

不明，缺乏特异性治疗方式。但有关文献统计显示，展开

细节化护理干预辅助可有效改善病人负面心态和主观感受，

对降低肌少症等并发症情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后，协助细节化护

理干预，从病人心理、饮食、躯体病症以及并发症预防等

方面入手，展开一系列细节化、规范化干预措施，明显提

高治疗效果，延长病人生存时间和生命质量。通过心理疏

导以及健康知识宣教可以增强病人对骨髓移植后相关注意

事项认知程度，对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情况及时告知，让

患者做好心理准备，避免过度恐慌焦虑，再次根据病人心

理状态，针对性给予细节化情绪观察和疏导，稳定病人心态，

提高治疗信心与希望。通过并发症细节干预，有效预防出血、

感染以及肌少症等并发症情况，明显缓解病人术后病症，

提高病人日常生存质量与健康。饮食干预方面可增强机体

抵抗力和免疫力，并对预防肌少症起到一定作用。

综上所示：对于异基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病人，

在围手术期间展开细节护理干预模式，有效改善负面心态，

减少术后并发症几率，提高生命安全性，延长病人生存时

间以及质量，赢得病人满意与肯定，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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