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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研 究

激励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对卵巢癌患者的临床效果及生活
质量改善分析

阙玉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　要】目的：对卵巢癌患者的护理中采用激励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方式的临床效果以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行分
析。方法：随机抽取在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进行卵巢癌治疗的患者 90 例，将其通过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每组各 45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方式，试验组采用激励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的方式，对两组的临床效果以
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在进行干预前两组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没有实际性的差别（P>0.05）；干预后试验组的心
理健康状态明显好过对照组（P<0.05）；对两组在未干预时的 FACT-B 评分进行对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在进行干
预后试验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对卵巢癌患者进行护理时，采用激励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的方式，
能够很好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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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作为女性生殖器官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由

于其所处的患病位置较为特殊，并且有着体积小，临床症状不

明显的特点，很难在早期被发现。大多患者在进行医院的治疗

时已经处于中晚期的状态，并且会使得患者的心理状态搜受到

较大的影响，对康复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治疗中需要

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情况进行重视 [1]。本文将对卵

巢癌患者的护理中采用激励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方式的

临床效果以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在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进行卵巢癌治

疗的患者 90 例，将其通过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试验

组，每组各 45 例。其中对照组的年龄在 37 岁至 66 岁，年龄

平均为（53.6±2.8）岁；患病时长在三个月至八个月，平均

患病时长为（5.22±0.87）月，疾病的分期为：Ⅱ期 10 例、

Ⅲ期 20 例、Ⅳ期 15 例。试验组的年龄在 36 岁至 68 岁之间，

平均（53.2±3.2）岁，患病时长在两个月至七个月，平均患

病时长为（5.12±0.88）月，疾病分期为：Ⅱ期 11 例、Ⅲ期

21 例、Ⅳ期 12 例。两组的基础资料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者具有良好的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对相关

的护理进行配合，对本次的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患者具有精神方面的障碍，无法流畅的进行沟

通和交流，对临床护理工作无法配合，研究中途退出以及患有

严重的肝肾方面疾病的患者，以及对拒绝本次研究者。

1.3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对其口头进行健康方面的教

育，使其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叮嘱其进行药物

的定期服用。

试验组：进行激励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的方式。（1）

对其科室内的所有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并且能够进行实际

的运用。（2）对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准确的评估，随后

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鼓励和关系，让患者对自身的负面情绪进

行科学的宣泄，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去进行治疗。（3）

在进行手术前提高对患者的访视频率，对患者的信心进行树立，

让患者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4）手术结束四个小时后，

鼓励患者下床活动，通过音乐的方式对患者的注意力进行转移，

缓解疼痛行。（5）根据患者的情况制定出阶段性的计划 [2]。

1.4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以及生活治疗进行评价。首先心理

状况采用抑郁自评量表以及焦虑自评量表，两者的分数越高证

明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其次则是采用卵巢癌患者特异量表

（FACT-B）对两组患者的生活治疗进行测量对比，分数和生活

质量呈现正相关。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通过 t 检验，P<0.05 则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心理情况

进行干预前两组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没有实际性的差别

（P>0.05）；干预后试验组的心理健康状态明显好过对照组，

（P<0.05），具体如下表。

两组患者心理情况对比表

组别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54.25±3.21 33.55±2.11 54.16±2.55 34.12±1.88
对照组 54.35±3.25 46.11±2.21 54.26±2.66 43.25±2.05

t 0.1468 27.574 0.1820 22.0187
P 0.8836 0.0000 0.8560 0.0000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对两组在未干预时的 FACT-B 评分进行对比，并没有明显的

差异，（P<0.05）；在进行干预后试验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具体如下表。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45 10.37±3.33 23.66±3.75
对照组 45 10.35±2.51 17.88±2.50

t 0.0321 8.603
P 0.9744 0.000

3 讨论

现如今在临床治疗中对卵巢癌发病的原因还不是完成明确，

有相关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遗传的原因。由于卵巢癌属于恶性

肿瘤，并且大多数患者对这项疾病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使

得在患病时容易形成较大的焦虑和紧张的情况，所以在对患者

进行治疗时需要重视对患者心理情况的疏导。本文通过将激励

式护理和多样化心理疏导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治疗，能够很

好对患者的负面情绪进行缓解，让患者能够保持一个较为良好

的心理状态，帮助患者树立一个良好的信心，使得患者能够更

好的配合治疗，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和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对卵巢癌患者进行治疗护理的过程中采用激励

式护理结合多样化心理疏导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对患者的心理状

态进行改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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