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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版心上下距离

激励式护理对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的效果分析

邢佳佳　范文璟　高晓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目的：分析激励式护理对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的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我院2019年1月-2020年7月收治的

80例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激励式护理。结

果：护理后实验组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均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1；干预后，2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高，且实

验组较对照组高。结论：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直肠造口患者采用激励式的护理，对于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自我护理能力均有理

想的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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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直肠癌属临床高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死

亡率。临床治疗直肠癌以手术治疗为主，大部分患者经手术

干预有临床症状可得到显著改善，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可导

致患者排便习惯发生变化，受此影响，部分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下降，进而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疾病预后效

果，为此需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激励式护理作为一种

全新的护理模式，联络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之间的情感，采

取多种有效的方式激发患者的内心潜能，缓解其不良情绪和

心理负担，进而利于改善术后恢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准确评

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健康情况，建立电子档案，并且根据患

者实际情况制定护理方案，对于存在不良情绪的患者给予心

理疏导。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患者实施激励式护理可

提高其自我护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2019年1月~2020年7月收治的80例直肠癌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40例。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密切观察，进行术后

饮食指导以及日常护理，依据医嘱为患者用药。

实验组实施激励式护理。

1.2.1  术前健康教育指导

护理人员向患者介绍医院环境、主治医生及展示疾病有

关诊断，向患者讲解手术及术后各种护理知识技巧，消除患

者的疑虑，缓解患者紧张的情绪。在沟通中了解患者基本病

情及性格特点，为之后的护理沟通奠定基础。术前为患者量

身制定造口术前定位，模拟造口袋佩戴，指导患者造口袋的

正确使用方式及灌洗技巧，鼓励患者尽早适应术后生活。在

沟通中了解患者基本病情及性格特点。为之后的护理沟通奠

定基础。

1.2.2  护患沟通

实施激励式护理前，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的心理状态、文

化程度、人际关系水平、家庭环境、性格特点等进行评估，通

过与患者的沟通了解其对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护理知识

的掌握水平，综合分析患者各项资料，对患者进行初步评估。

与患者家属沟通交流，引导其参与到激励式护理中。耐心细致

解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类问题，对其存在的负面情绪给予针

对性心理疏导。重点为患者及家属讲解直肠癌患者长期生存案

例，使其树立康复信心，积极配合各项治疗措施。

1.2.3  心理护理

与患者及时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文化水平以及心理状

态，提前告知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同时为患者讲解良好预

后的病例，增强患者恢复的信心，并对患者进行适当的激励

性语言护理，使患者产生积极的情绪。

1.2.4  语言激励

结合患者评估结果制定语言激励计划，在开展护理操作

期间及时给予患者表扬及鼓励，如患者生理指标及心理状态

出现改善时，可使用激励性语言，如恢复的非常好，远超出

我们的预期，继续配合护理身体一定能够慢慢康复，其他患

者都应该向你学习。通过这种激励性的语言，患者能够感受

到自身的价值，并树立康复的信心。实施语言激励期间，护

理人员需密切观察患者的生理反应及心理反应，语言不得过

分夸张，保证真实有效，结合患者恢复情况及所处环境合理

使用语言，以达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实施激励式护理期间，

护理人员可为患者布置特定的任务，引导患者掌握直肠癌

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自我护理知识，在患者掌握某个知识点

后，护理人员需及时给予激励，提高患者学习自我护理知识

的兴趣。定期组织病友间的交流活动，鼓励患者分享自身的

康复经历，对身体恢复良好的患者给予鲜花等物质奖励。

1.2.5  出院指导

患者出院前告知家属增加陪伴时间，了解患者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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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如存在异常需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利用激励性的语言使

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康复的过程。护

理人员利用电话等方式定期随访，了解患者恢复情况及遇到

的主要问题，沟通中适当采用激励性语言，使患者在院外环

境获得专业的护理指导，以此来提高康复效果。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开始和护理后生存质量评分（SF-36评
分，0-100分，和生存质量成正比）、满意度（0-100分，和

满意度成正比）、病情加重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
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对比

护理后实验组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均高于参照组

（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自我责任感
健康知识

水平

自我护理

技能
总分

实验组 40 28.6±6.6 24.6±5.3 37.5±5.7 39.5±7.2 155.2±14.3

参照组 40 22.1±4.6 17.2±2.6 32.2±4.2 31.4±4.6 127.3±11.6

t 5.350 8.213 4.776 6.092 9.693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干预后，2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高，且实验组较

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40 71.84±3.32 86.32±2.02

实验组 40 71.37±3.53 95.05±2.22

t值 0.142 20.215

P值 ＞0.05 ＜0.05

3  结论

直肠癌属临床发病率较高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临床

治疗直肠癌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可导

致患者排便习惯发生改变，不利于患者身心健康，加之部分

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不足，导致术后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为此

需对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措

施。直肠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大部分患者患病

早期并无明显症状，到院就医时已经处于晚期。永久性结肠

造口是一种常见的肛门术，其改变了排便方式，为患者带来

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寻求一种有效的

护理模式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护能力十分重要。激

励式护理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激发患者内心潜力，提高其自

我护理能力，对于相关疾病知识的认知更加全面，利于提高

其生活质量。本文激励式护理在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

激励式护理能够正面激励患者，使患者的个体潜能被激

发，调动患者的内在力量，缓解患者负面情绪，避免因直肠

癌手术后永久的结肠造口对患者的生活造成影响。实施激励

式护理，能够从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特点实施针对性的护理，

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同时给予情感的支持，改善患者的心

理健康以及身体健康，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以及自我护

理能力。为确保激励式护理的实际应用效果，护理人员需重

点开展行为分析与动机指导，通过患者基础资料的分析明确

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结合患者对激励护理的反馈随时调

整护理措施及护理目标，实现护理的动态化开展，以此来提

高护理质量。

激励式护理属全新护理模式，强调对患者的正向激励，

可协助其树立康复信心，提高治疗及护理依从性，改善自我

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本次研究显示，实施激励式护理的观

察组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合理饮食、规律排便、并发症观

察、造口皮肤护理、粪袋清洁）、自我护理能力（自我责任

感、自护知识、自我技能、自我概念）及生活质量（情感职

能、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躯体疼痛、社会功能）评分均明

显优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直肠造口患者采用激励式

的护理，对于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自我护理能力均有理想的效

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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