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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曾柳玲  陶莉妹  文贤娟  罗聪  刘艳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柳州  545006） 

摘要：目的：研究采取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选取柳州市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四病区住院治疗的

乳腺癌化疗患者 100 例作为此次实验对象，选取时间在 2019 年 7 月—2021 年 10 月期间。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分为对照组 50 例，采用常规

护理措施，观察组 50 例，采用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常规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以及患者满意度情况。

结果：护理前两组情绪变化对比（P>0.05），护理后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满意率在 96%，显著高于对照组 80%（P

＜0.05）。结论：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应用于乳腺癌化疗患者可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满意度，其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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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为临床多发恶性肿瘤疾病，具有发病率、死亡率双

高的特点，且发病人群日渐年轻化[1-2]，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安全，

目前临床多采取化疗，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 [3-4]。但化疗会对患

者身体症状（如呕吐、脱发、疼痛和疲劳）和心理（如抑郁和

焦虑）产生负面影响[5-7]。本课题以乳腺癌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

旨在观察应用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后对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期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

者提供数据基础，以便及时采取对症干预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柳州市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四病区住院治疗的乳腺癌化

疗患者 100 例作为此次实验对象，选取时间在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10 月期间。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分为对照组 50 例采用

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 50 例采用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常规

护理措施。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P>0.05），见表 1。 

表 1 一般资料（n=50） 

学历（例） 
组别 年龄（岁） 病程（年）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以以上 

观察组 43.62±5.87 2.43±0.79 11 23 16 

对照组 44.51±5.45 2.32±0.74 9 24 17 

t/X2 0.668 0.269 0.252 

P 0.506 0.789 0.882 

1.2 方法 

对照组：对化疗药出现不良反应时便讲解出现反应的原因

及处理措施；讲解方式包括口头讲解及发放书面等。 

观察组：（1）将护理健康教育时间前移：入院当天向患者

讲解化疗相关知识、之后每天预告知患者次日执行的治疗护理

项目的目的及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化不良反应及防范处理措

施，并及时处理患者已出现的不良反应。（2）护理干预的内容

更全面及有针对性：通过全面评估患者生理、心理、情感、社

会家庭等状况，有针对性地向患者讲解化疗可能出现的不良反

应、预防及减轻不良反应的措施、不良心理对疾病的影响、减

轻心理压力的方法和技巧等。（3）提前告知本病的治疗效果及

预后，同时让治疗效果好的患者现身说法，让患者对疾病有正

确的认识，能够接受患病的事实，嘱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

消除患者过度紧张、恐惧情绪。（4）对乳腺癌并发症和治疗不

良反应导致负性情绪的患者，护理人员在病房内播放轻松、欢

快的音乐, 指导患者采用游戏、书籍等方式转移注意力。（5）

对难以自我疏导负性情绪患者，护理人员需要增加与患者沟通

频率，并嘱家属注意患者情绪，指导患者当感受到负性情绪自

我无法消除时,主动与护理人员沟通以寻求帮助，避免独自沉浸

在负性情绪中。（6）建立护患双向沟通，让患者提前对自身疾

病及化疗可能出现的问题有预见性和掌控感并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从而降低患者焦虑抑郁不良情绪。（7）饮食与运动指导。

告知患者运动训练对自身疾病改善的重要性，使其了解运动细

节与运动形式，并提醒患者家属积极参与监督，了解患者训练

情况，并将患者存在的错误行为及时纠正，将患者的训练情况

进行监督与记录，将记录的内容告知医护人员，医护人员通过

家属的反馈提出合理的建议。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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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前后患者情绪变化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获得分值越

高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2）采用自制的满意度量表对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进行评

分，满分 100 分，获得分值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躯体功能、躯体角色、

躯体疼痛、总的健康状况、活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和心理

卫生、焦虑与抑郁评分）用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护理满意度）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X2 检验，若是两组对比

结果显示 P＜0.05，说明其在该指标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前后患者情绪变化进行评分 

护理前两组情绪变化对比（P>0.05），护理后观察组均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前后患者情绪变化进行评分（ sx ± ）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65.48±6.44 50.11±3.04 59.11±4.13 46.05±2.17 

观察组 50 65.42±6.13 48.13±3.01 59.21±4.11 44.22±2.03 

T 值 - 0.048 3.273 0.121 4.355 

P 值 - 0.962 0.001 0.904 0.001 

2.2  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观察组患者满意率在 96%显著高于对照组 80%（P＜0.05），

见表 3。 

表 3 护理后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50 25（50.00） 15（30.00） 10（20.00） 40（80.00） 

观察组 50 30（60.00） 18（36.00） 2（4.00） 48（96.00） 

X2 值 - - - - 6.061 

P 值 - - - - 0.014 

3 讨论 

化疗是乳腺癌的常用治疗方法，对降低肿瘤复发率具有显

著效果，但患者化疗过程中需承受较大的生理、心理痛苦，易

产生不同程度的癌因性疲乏，影响化疗效果和生命质量。 

有研究表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会导致患者细胞免疫

功能减退，细胞免疫功能减退会直接影响患者治疗效果。虽然

常规心理干预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但由于不了解患者负性情

绪产生根本原因，导致缓解负性情绪效果短暂且不理想[。健康

教育与降低乳腺癌化疗患者不良反应及心理障碍，改善其生活

质量密切相关。虽然目前健康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教育的内

容也日趋全面，但健康教育缺乏前瞻性，内容也缺乏专业性，

评价教育效果的时间也相对滞后，这些都将影响健康教育在乳

腺癌化疗患者中应用的效果。因此，对乳腺癌化疗患者健康教

育新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超早期反馈式健康教育在乳腺癌化疗患者身上

的应用，不仅可以改善其不良情绪与护理满意度，也可以提高

整体的生活质量评分，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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