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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影响

李 莉 武丽华*

山西白求恩医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目的：探究心理护理干预对恶性肿瘤住院化疗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从 2021年 12月至 2022
年 5月本院收治的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中 随机抽选 94例作 为 研究对象，均分为 两 组。 对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对实验组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分析两 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以 及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在无其他 因素的干
扰之 下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 常规组患者，实验组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8.51%，低于 常规组患者的 25.53%，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论：采用心理护理干预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进行护理，能帮助患者调整心态，缓解
其焦虑抑郁情绪，同时能够提升护理专 业 程度，增强肿瘤科护理人 员护理工作 的准确性与 有效性，进一 步提高医院医
疗的整体质量与 护理水平，同时有助于 规范护理人 员的工作 ，及时防范护理工作 中 的意外事 件 ，降低肿瘤化疗患者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从 而强化患者住院化疗的安全程度与 有效性，从 而减轻患者的病情，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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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21 to May 2022, 94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outine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analyz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factors,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8.51%,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25.53%), P < 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U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chemotherapy, can help adjust the mentality, alleviate the anxiety de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can improve nursing degree,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accuracy of oncology nurses' nursing,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hospital medic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helps to standardize nursing staff working at the same time, timely
prevention of nursing accident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chemotherapy,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patient chemotherapy, so as to reduce the disease of patient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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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统称为 癌症，恶性肿瘤具有外侵性和转移性，
其生长速度极快。 化疗是肿瘤常用治疗手段，具体在什 么
情况下 进行化疗以 及选择何种方案，需要结合患者自身体
质，疾病分期以 及肿瘤类型等具体情况来确定[1 ]。 大多数
肿瘤患者在化疗过程中 会出现相应副作 用，如恶心呕吐、
腹胀、食欲不 佳等消化系统症状，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骨
髓抑制表现，表现为 贫血以 及血小板下 降等，进而导致患
者出现皮肤黏膜出血、乏 力等症状，还有部分患者在应用
化疗药物以 后，会出现胸闷，咳嗽，气短等症状。 患者的
肿瘤类型、病情不 尽相同，但多数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过
程中 或化疗后都会出现疼痛情况，以 及出现不 同的毒副反

应。 化疗会对患者的身心产 生一 定的伤害，因此，多数情
况下 患者在化疗过程中 容易产 生消极、恐惧、绝望等心理，
甚至排斥化疗，患者心理负担加重，机体产 生一 系列应激
反应，则会使病情加重的风险进一 步加大。 因此，需及时
对恶性肿瘤住院化疗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2]。 心理护
理干预是一 种人 性化、合理化护理模式，能针对恶性肿瘤
化疗患者的身体状况及心理特点，对其进行针对性护理，
且 护理措施中 的每一 项干预均经过临 床证实能缓解恶性
肿瘤化疗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助于 护理人 员为 患者
提供优质的医疗护理。同时为 适应医院的不 断发展及患者
要求，在医院护理部的授权下 成立恶性肿瘤住院化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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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计划小组，得到了 各科室大力支持，各科室的支持进
一 步提高了 护理小组的专 业 性，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推动
医院护理工作 的专 业 化发展。 本研究以 94例本院收治的
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为 对象，分析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探
究心理护理干预的临 床价 值。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
本次研究主 要抽选 94例在本院接受化疗的恶性肿瘤

患者，以 此展开研究。 其中 常规组患者 47例，年龄跨度
为 24至 75岁，均龄（45.89± 17.14）岁，进行常规护理。
实验组患者 47例，年龄跨度为 25至 76岁，均龄（46.36
± 18.47）岁，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两 组患者基本资料无
显著差异（P＞0 .0 5）。

1 .2研究方法
（1）常规组按照肿瘤化疗护理规定流程对患者进行

护理，对被选取为 研究对象的恶性肿瘤化疗患者进行常规
体检、护理。 主 要内容包括：① 提醒患者及家属相应的注
意事 项并监督患者严 格执行。 ② 指导患者按时吃药、规律
进食并进行适量运动。③ 护理人 员密切关注患者身体各项
指标情况，及时获取患者反馈信息，为 患者提供有效的后
续护理方案。

（2）实验组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主 要内容包括：①
成立护理小组：由 1 名主 任 医师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护
理工作 进行指导，小组成员共同探讨并解决护理过程中 出
现的各种问题，规避护理过程中 的风险[3]。 ② 想象疗法：
帮助患者放松身体，引导患者放松心情，进而引导患者展
开想象，想象自己喜爱的事 物，想象疗法平均时长在 1
至 2小时为 最佳，每周进行两 次。 ③ 加强健康教育：多数
情况下 由于 患者对疾病缺乏 相关的正确认识，同时化疗对
患者身心带来一 定伤害，使其在化疗过程中 产 生紧张、担
忧、焦虑不 安甚至悲观心态，患者心理负担加重极可能对
患者身体产 生其他 伤害，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科室可通
过开展相关培训活动以 及专 家讲座，就恶性肿瘤化疗的相
关知识对患者进行讲解，帮助患者了 解化疗的必要性以 及
化疗会产 生的副作 用，同时使患者了 解患病的内在体质、
外在环境等相关因素以 及恶性肿瘤的发病症状、发病机制。
还可利用医院宣传栏张贴肿瘤疾病以 及恶性肿瘤化疗的
相关知识，同时向患者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加深患者及家
属加深对恶性肿瘤化疗的认知与 了 解[4]。④ 加强心理干预：
护理人 员正确引导患者，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解决患者
心理问题，引导患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的就医态度。
护理人 员应对患者的内心感受给予 关注，要对患者保持基
本尊重，礼貌对待患者，维护患者尊严 ，使患者在护理期
间保持心情舒畅。 ⑤ 掌握患者基本情况：护理人 员应当及
时了 解患者反馈的信息，并做详细记录，全面了 解患者需
求，并且 按照医嘱及规定内容，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用药期
间的相关事 项。⑥护理人 员能力培训：定期组织心理护理

干预小组集中 学习 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护理的相关知识，
定期对护理人 员进行考核。降低因护理人 员操作 不 当对患
者造成伤害的概率，提高护理人 员准确识别风险、防范风
险的能力。⑥合理排班：对护理人 员的工作 进行合理分工，
充分保证病房内所有护理人 员各司其职，使责任 落到个 人 ，
保障安全管理工作 高效有序进行。同时实施奖惩制度，对
护理人 员起到督促作 用，以 心理护理干预计划的专 业 性、
严 密性来提高工作 效率、保证工作 质量[5]。 ⑦ 夯实基础护
理：护理人 员做好病房清洁等基础性工作 ，保持病房通风
透气，使病房内温度维持在合适的范围之 内，为 患者提供
一 个 良好的护理环境。 ⑧ 加强仪 器管理：按恶性肿瘤化疗
患者护理计划以 及肿瘤科室相关规定和标准，做好仪 器设
备的消毒清洁工作 。 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与 安全，避
免使用过程中 仪 器对患者造成感染等情况，须保证相关医
疗设备、用品进行消毒后再投入使用，并且 不 损坏设备，
保证护理人 员及患者的安全、对环境无害以 及必须遵循相
关规定和要求定时进行检测、消毒和登记。

1.3观察指标
① 用 SA S量表评价 患者焦虑情绪，用SDS量表评价

抑郁情绪；② 对比两 组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③ 采用自
制调查表统计患者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软件 处理。 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

用 t值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用 x2检验。 P＜0 .0 5，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根据统计数据，护理后实验组患者情绪评分下 降
程度高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具
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 组患者情绪评分对比（分，x± s）
组
别

例
数

SDS评分 SA 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
规
组

47
21 .79±
4.92

13.28±
2.63

19.71±
3.92

13.28±
2.47

实
验
组

47
21 .76±
4.51

1 0 .27±
2.22

19.76±
3.51

9.27±
1 .42

t / 0 .12 3.74 0 .42 4.72
P / ＞0 .0 5 ＜0 .0 5 ＞0 .0 5 ＜0 .0 5

2.2根据统计数据，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疼痛评分及不
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 两 组患者疼痛及不 良反应对比（n，%，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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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例
数

用药不 良反应（n ） 不 良反
应发生
率

疼痛
评分

胃肠道
反应

骨髓
抑制

肾损伤

常
规
组

47
6

（12.77）
5

（10 .64）
1

（2.13）
12

（25.53）
6.82
± 1 .85

实
验
组

47
1

（2.13）
1

（2.13）
2

（4.26）
4

（8.51）
2.63
± 0 .35

t / / / / 2.543 /

P / / / / ＜0 .0 5 /

2.3经统计数据显示，实验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高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具体数据如
表 3所示：

表 3 两 组患者满意度比较（n ，%）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不 满意
总体满意

度
常
规
组

47
22

（46.81）
15

（31 .91）
10

（21 .28）
37

（78.72）

实
验
组

47
20

（42.55）
25

（53.19）
2（4.26）

45
（95.74）

X 2 / / / / 5.74
P / / / / ＜0 .0 5

3 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是一 种科学的干预措施，对于 缓解恶性
肿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减少并发症发生几率的意义 重
大。 护理人 员应根据不 同环节可能遇到不 同风险和问题，
对患者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有助于 与 时俱进，推动护
理理念和护理措施的更新[6]。 心理护理干预的优势不 仅 体
现在对患者进行全方位护理，还体现在对护理人 员的管理
上 ，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地规范护理人 员护理工作 和行为 ，
加强了 对护理人 员管理的有效性，从 而增强医院整体的医
疗质量与 水平，运用不 断优化的护理措施，为 恶性肿瘤化
疗患者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护理服务，缓解患者不 良情绪。
其次是强化对科室工作 的管理，首先对护理人 员职责进行
明确，规范护理人 员的行为 ，根据科室相关制度和规范，
对护理人 员的工作 做出明确要求，从 各环节对护理人 员起
到约束作 用，对护理工作 各环节进行直观性、科学性的指
导，有助于 完善恶性肿瘤化疗患者护理的体制，加强护理
的安全程度。 一 般情况下 ，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在护理期间
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疼痛，若护理人 员不 及时进行专 业 处理，
则会引起感染等不 良事 件 的发生[7]。 在护理过程中 根据患

者情况的复杂性等特点，基于 患者身体各项指标，准确判
断患者的具体情况，从 而进行科学有效的护理，切实保障
患者的生命健康与 安全，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同
时有助于 保持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心理护理干预过程
中 护理人 员仔 细查找问题，及时对问题进行反馈，规避风
险事 件 的发生。对护理人 员实行问责机制、责任 落实机制，
提升护理人 员工作 的严 谨度，进一 步避免护理过程中 出现
失误。以 专 业 化的心理护理干预模式来指导护理人 员的工
作 ，有助于 巩固化疗效果。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得出，在恶
性肿瘤化疗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心理护理干预具备科学性
和先进性等优势，能够有效地为 不 同类型的恶性肿瘤化疗
患者提供相应护理服务[8]。 根据研究数据可知，实验组患
者对护理满意度高于 常规组，因此，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
缓解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促使化疗达到理想效果，
得到广泛认可，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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