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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病率特别

的高。根据相关的研究调查显示，全球女性患癌症死亡

443 万例，占总数的 44%，乳腺癌对女性的危害很大，也

是女性患者中恶性肿瘤排名第一的疾病，对其身心健康

均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其特点在于具有一定的治愈率，

如果可以尽早发现，并尽早的接受正规的治疗，可以有

效地提高生存率与生存质量，预后效果也比较理想，并

不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还可帮助

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磁共振检查是临床常用的辅助检查

方式，软组织分辨率高、无电离辐射、无骨骼伪影，针

对微小病灶应用动态增强扫描，也可有效提升检出率，

对于后续诊疗工作开展均具有参考价值 [1]。但是，磁共

振动态增强扫描期间，噪音大，检查时间长，导致患者

的依从性相对较差，一次检查成功率较低，检查时也会

出现运动伪影，影响成像质量。为了进一步提升乳腺磁

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的检查质量，开展心理干预联合健康

教育，获得满意效果。现以 168 例乳腺疾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开展如下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时间为 2020.7~2021.7，选择我院乳腺疾病患

者共计 168 例，均接受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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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选用随机数字表法，对照组女性病例 84 例，年龄

25~68 岁，平均年龄（42.29±3.29）岁；观察组性病例

84 例，年龄 26~64 岁，平均年龄（42.14±3.38）岁；两

组患者资料无统计差异，P>0.05。本次研究已经提前向

伦理委员会进行申请且得到了批准，并由医疗人员向患

者讲解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以及具体的检查方法、流程

等。纳入标准：①患者的临床信息齐全且清晰；②具有

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排除标准：①因某种因素退出研

究中；②月经期女性；③存在有意识障碍、精神障碍疾

病者。

1.2 方法

乳腺磁共振扫描选用飞利浦 Ingina 3.0T CX 光速磁共

振，动态增强扫描时选择钆布醇注射液。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检查前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

项，检查过程中对患者的表现与症状给予密切监护，一

旦出现不良反应及时处理，严重者需要停止检查。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并

加强健康教育指导。方法：

（1）检查前护理：和患者进行检查时间的预约，同

时做好基础资料的询问工作，例如患者的月经情况。同

时在患者进入医院后，积极的热情的接待患者，微笑相

迎，和蔼可亲，语气柔和，为患者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

使患者可以感受到医院的关心与爱心。为患者提供温馨

温湿度适宜的候诊环境 [2]，向患者讲解医院医院的主要

情况包括设施规章制度以及进行自我介绍，这都有可能

帮助患者降低内心的焦虑和紧张感，有利于良好关系的

构建。通常患者在面对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中会出

现紧张，担心自身的身体状况，由于患者的精神压力较

大，孤儿，护理人员应当重视患者的情绪变化，给予特

殊关注，当其有过度的紧张感时，则可以拉近与患者的

距离，主动与其交流并耐心的对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可

以引导患者通过观看磁共振健康宣传片了解检查的主要

流程。此外，向患者介绍磁共振检查的禁忌症，询问患

者的既往史、药物过敏史，告知妊娠三月内、携带心脏

起搏器、人工瓣膜、假体均不可进行磁共振检查 [3]，确

定患者符合磁共振检查适应症，无禁忌症后，向患者及

陪同家属告知磁共振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需要讲解药物所带来的作用，并且在嘱咐患者需要将衣

物上或所佩戴的金属物品取下，仔细保管贵重物品。告

知检查期间的配合要点。

（2）检查中护理：引导患者穿贴身开衫病员衣，俯

卧于检查床上，双手置于头顶，使双侧乳房自然处方，

在患者头部、肘部、膝部、足部分别放置 1~2 个软枕，

提升患者检查的舒适度，用毛毯覆盖做好保暖。对于过

于紧张的患者，可以邀请患者家属进行陪同，减轻患者

的恐惧、不安等消极情绪，可以更好地去接受磁共振检

查。嘱咐患者检查期间尽量的放轻松，不可剧烈咳嗽、

不可活动身体，尽可能保持均匀呼吸，一旦出现明显不

适，无法继续检查，需要及时告知医师中断检查，休息

并心理辅导再检查。

（3）检查后护理：引导患者缓慢的退出检查，协助

其起身，并询问其感受。所告知患者其具有较好的配合

度，检查顺利，并告知其要可多喝水，促进体内对比剂

的早日排出。

1.3 观察指标

用 EXCEL 2007 for windows 建立数据库，患者的信息

确认无误后，所有数据导入 SPSS 22.0 for windows 做统计

描述以及统计分析。计数单位采用 % 进行表示，计量数

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1.4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开展 t 检验，数据

以（x±s）表达，计量资料以 χ2 值检验，数据以（%）

表达，P<0.05，有明显统计差异。

2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

表1　两组患者各项检查指标与焦虑情绪对比

分组 n

一次检查

成功率

（n，%）

伪影发生

率（n，%）

平均检查时

间（x±s，

min）

焦虑评分

（x±s，分）

对照组 84
73

（86.90%）

10

（11.91%）
33.15±2.05 40.96±3.58

观察组 84
83

（98.81%）
1（1.19%）24.16±1.85 34.95±2.74

X2/t 8.9744 7.8796 29.8387 12.2183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近些年来，乳腺癌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较高，虽

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乳腺癌的增长速度也

随之得到发展。早期的乳腺癌是可以治愈的，主要是通

过筛查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而晚期的乳腺癌，治愈效

果则会相对较差。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率相对较高，

其 5 年相对生存率约为 73.0%。女性乳腺癌的治疗效果与

其生存率与临床分期、肿瘤大小、病理分型、治疗方式

等密切相关。乳腺疾病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各种组

织结构形状，呈现出多种的病理表现以及影像表现，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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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影像表现也存在有一定的

差异性，在临床的治疗过程中，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乳

腺病变，并且能够及时地及时地作出正确的诊断，采取

规范的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患者

的心理负担，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与生存质量。在临床上

诊断乳腺癌疾病通常会采用磁共振成像，乳腺磁共振动

态增强扫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具有较高的软组织

分辨率，可以提供有关病变形态的信息，临床医生可以

更加直观清晰地看出病变的具体动态强化特征，有限时

公证动态增强，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除此之外

通过扩散加权成像、波谱分析以及动态增强成像的方式，

能够进一步对乳腺癌的分辨情况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依

据，也利于治疗方案的确认。

辅助检查过程中对于护理服务的要求较高，护理服

务质量直接影响着辅助检查的顺利安全完成。但是由于

临床上大部分的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对于疾病的认知度

不高，磁共振检查过程中由于患者对于磁共振缺乏正确

认知，检查过程中仪器操作噪音较大，均会导致患者在

面对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时会出现焦虑、恐惧等不

良情绪，导致检查的依从性与配合度较差，影响图像质

量，导致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不能够高效的展开 [4]。

因此，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期间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干预，

对于患者预后康复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人们的健康需求逐渐增长，人们在注重医疗水

平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理服务。患者在接受乳腺磁共振

动态增强扫描时，由于环境因素、扫描的时间比较长，

给患者的心理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在进行增强扫描的时

候，患者会过度担疾病。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在磁共振

动态增强扫描中应用，可使患者对于辅助检查的方法与

流程有基础认知了解，明确了解检查期间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有良好的心理准备，对于检查的依从性有效提

升，更好提升患者检查期间的配合度，保证检查的有序

正常开展，在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的过程中嘱咐患

者检查期间尽量的放轻松，使患者在检查过程中减少运

动、咳嗽等动作，造成的运动伪影，更好提升图像质量，

保证检查效果 [5]。

通过实施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

的一次性检查成功率更高，同时有助于缩短检查用时

为引发伤率也较低，从原因上看，通过健康宣教，患者

对于检查的基础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在自身佩戴的物

品上，由于金属的强吸引力，会导致结果存在偏差。为

了提供稳定的场强，通常会要求患者及其家属严禁将电

子产品带入检查室，防止对检查带来很大的影响。乳腺

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是非常严格的，通过全面掌握患者

的基本情况，排除月经期、装有心脏起搏器等患者。通

过健康教育，患者对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有一个全

面地了解，在检查之前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将不可以

带的物品提前取下来，如：硬币、假牙套、手机、打火

机、磁疗内衣等等，提高一次检查成功率，可以更加顺

利地完成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保证患者、家属的

安全。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更低。究其

原由，护理人员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结构，能够熟

练地完成各项护理工作，同时还应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德，秉承高度的责任心。在患者入院的时候，通过护理

人员的热情接待，积极主动地去主动地去与患者交谈，

真正的走进患者的内心，在整个护理服务中以患者为中

心，以赢得患者满意为主要目的，在具体的工作中投入

更多的责任心、关心、爱心与耐心，全面掌握患者的实

际的心理状况，并及时地进行干预、指导，在与患的沟

通中，还应当耐心的倾听患者的实际诉求，多鼓励和支

持其正确行为，同时在拉近与患者距离的同时，能够更

好的深入患者内心，缓解其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帮助

患者树立信心，使其可以正确地去面对疾病，在临床检

查的工作中能够积极的配合，进而提高检查的准确率。

对于过度紧张的患者，护理人员可以让患者的家属进行

陪伴，给予患者更多的安慰与鼓励，可以减轻患者的紧

张、恐惧等消极情绪。在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完成

之后，嘱咐患者注意事项。

综上所述，患者对于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缺乏

正确的认识，应当从健康教育着手加强对患者的心理辅

导，可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通过向患者讲解疾病的相

关知识以及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的相关知识，有利

于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将不可以带的物品提前取下来，

提升一次性检查成功率，这对于保障图像质量，缩短检

查用时，保证患者、家属以及磁共振设备的安全均有保

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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