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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探 索

多样性心理护理对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住院时间的影响评价
向　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　要】目的：分析运用多样性心理护理在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中的效果与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方法：将我院接收的 76
例宫颈癌患者，按随机抽签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行常规干预，观察组进行多样性心理护理。结果：对照组住院时间
多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低于观察组，差异明显；观察组护理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将多样性心理护理用
于宫颈癌患者中，取得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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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宫颈癌又称子宫颈癌，是临床上女性生殖道比较常见的妇

科恶性肿瘤，主要发生于子宫颈部位 [1]。临床主要表现为早期

症状不明显，中晚期会出现阴道出血、输尿管梗阻、下肢肿痛及

阴道排液等。近年来宫颈癌患病率逐年增长，其生存期长、存活

率高且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患者在围手术期易出现恐惧不安，

焦虑等负面情绪。若是未对患者行之有效的治疗和有针对性的心

理护理，将会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2]。因此，对

患者进行有效的多样性心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治疗依从性，减少

住院时间，促进病情的康复。本次研究意在探究对宫颈癌患者在

围手术期实施多样性心理干预的效果及住院时间的影响。

1 资料及方法

1.1 患者基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到我院治疗的宫

颈癌患者 76例，选取的患者均被确诊为宫颈癌，患者及其家属

知情了解本次研究。按照随机抽签法将患者分成 38 例对照组

和38例观察组。对照组年龄31-68岁，平均年龄（46.45±2.57）岁；

Ⅰ B期 13例，Ⅱ A期 12例，Ⅰ B3期 13例。观察组年龄 30-67岁，

平均年龄（46.71±3.21）岁；Ⅰ B 期 14 例，Ⅱ A 期 11 例，Ⅰ B3

期 13 例。比较两组基本资料，数据无明显差异 p＞ 0.05。

1.2 方法

对对照组患者实行常规干预，观察组患者进行多样性心理

干预措施，具体方法如下：（1）术前心理护理：由于手术前

多数宫颈癌患者易出现恐惧不安、焦虑等不良心理，会影响围

术期的治疗效果及预后，因此护理人员应主动积极与患者多交

流、沟通，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向患者讲解手术方法、护理

原则及相关注意事项、麻醉方式等，减轻患者心理压力，缓解

患者负面心理，以积极心态接受治疗，从而提高依从性。（2）

健康教育：患者因担心子宫切除后会影响性生活，因此在术前

向患者解释并对其进行有关宫颈癌的健康教育；患者应消除焦

虑，平时多户外活动，如去公园散步等，放松心情，有助于宫

颈癌的治疗。（3）疼痛的心理护理：疼痛是手术后的一种常

见现象，对于宫颈癌患者应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措施，比如分

散患者注意力及镇痛泵的使用等，减轻患者的疼痛，并告知患

者负面的心理会加重疼痛感，让患者消除害怕疼痛的心理。

1.3 观察指标

评价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生存质量测定量表）和

患者住院时间，分值越高，说明患者生活质量越高；采取调查

问卷方式（调查护理人员护理知识掌握率和护理态度等）调查

我院护理满意度，满分 100 分，很满意为大于等于 89 分，60

至 88 分视为较满意，低于 60 分的视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

用 SPSS22.0 软件对文中数据分析处理，患者满意程度以率

表示，用 x2 检验，患者生活质量、住院时间使用标准差表示，

行 t检验， P ＜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很大差别。

2 结果

2.1 对两组宫颈癌患者的生命质量、日常活动、健康状况

等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及住院天数进行分析比较，对照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天数多于观察组，健康状况、生命质量等评分低于观

察组患者，组间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具体分析数据如表1。

2.2 对比两组宫颈癌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由表 2 得知，

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 65.79%（25/38），观察组

的护理服务满意度 94.74%（36/38），两组比较，可见，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对比结果 p值＜ 0.05。

3 讨论

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是引发宫颈癌的最主要因素，性行为

过早、多产、免疫功能差、过度抽烟等因素皆会引发宫颈癌。

由于此疾病发病率与死亡率高，且趋向于年轻化，严重威胁患

者的生命健康。临床上主要采取手术治疗，但易使患者出现不良

心理，因此，在治疗中实施有效的心理措施，能够提高治疗效果
[3]。多样性心理护理可激发患者调节、管理自身情绪，提高患者

参与性，促使护理人员帮助改善不良情绪，减少患者心理压力，

从而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治疗效果。本次研究，观察组患者住院

时间少于对照组，各方面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对照组患者满意程度低于观察组（p＜ 0.05）。可见，

在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对其实施多样性心理干预，能够缩短患者

住院天数，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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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和住院天数（ sx ± ，分）

组名   例数（n） 日常活动 健康情况 生命质量 平均住院天数（天）
观察组 38 27.54±4.45 4.74±0.59 3.98±0.43 5.32±0.73
对照组 38 23.31±3.47 3.65±0.76 3.42±0.18 8.13±3.36

t 值 - 4.621 6.984 7.405 5.038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比较两组宫颈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n（%）]

组名   例数（n）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护理的满意度
观察组 38 21（55.26） 15（39.47） 2（5.26） 36（94.74）
对照组 38 15（39.47） 10（26.32） 13（34.21） 25（65.79）
卡方值 - - - - 10.050

p 值 - - - - 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