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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移植患者的情志护理干预效果分析 
李淑红 

(云南普洱市人民医院  云南普洱  665000) 

摘要：目的：研究自体移植患病者护理期间以情志护理为干预方向，所取得的护理效果。方法：研究选取本院 2022 年至 2023 年两年期间

收治的 20 例自体移植患者为观察对象，纳入患者疾病包含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系统性硬化症等患病者，均在本科室开展自体移植治疗，

期间随机将患者取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人数均衡 10 例，将常规护理配合于对照组，观察组在前组护理基础上结合情志护理，就后续

护理结果展开情况说明。结果：护理前组别之间的评分结果均未见有何差距（P>0.05）；护理后就观察组而言，焦虑分值、抑郁评分均更低

于对照组（P<0.05）。在推行护理干预前，两者之间的生活质量未见有何差异（P>0.05）；举措落实到位后，所测结果有所变化，观察组的情

况得分为更高（P<0.05）。结论：情志护理加以用于自体移植患者疾病治疗期间，能很好的改善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使之生活质量水平得

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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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体移植，是指患者将自身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移植到所

需的部位，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优势。由于利用的是患者自身

的细胞或组织，免疫排斥反应得以避免，从而显著提高了移植

手术的成功率[1]。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大多数患者在自体移植

的术前和术后阶段，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抑郁情绪[2]。这种心理

状态不仅对疾病的康复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导致病情的反

复发作，这无疑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3]。为了进一步提升自体移植的成功率，并改善患者的生理状态，

临床引入了情志护理这一概念。情志护理，又称为心理护理，

它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原则，通过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运

用科学的护理方法，旨在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促进疾病的康

复。为了验证情志护理在自体移植治疗中的实践效果，本科室

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将详细的方法与结果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本院 2022 年至 2023 年两年期间收治的 20 例自体

移植患者为观察对象，纳入患者疾病包含淋巴瘤、多发性骨髓

瘤、系统性硬化症等患病者，均在本科室开展自体移植治疗，

期间随机将患者取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人数均衡 10 例。

对照组自体移植患者中，包含淋巴瘤 2 例、多发性骨髓瘤 4 例、

系统性硬化症 4 例，患者年龄段为 15-68 岁，平均年龄为（54.92

±3.29）岁，男性患者 6 例，女性 4 例；观察组自体移植患者

中，包含淋巴瘤 3 例、多发性骨髓瘤 3 例、系统性硬化症 4 例，

患者年龄段为 15-68 岁，平均年龄为（54.67±3.44）岁，男性

患者 4 例，女性 6 例；以上资料水平均衡（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在自体移植治疗期间开展常规护理：必须严密监测

患者的生命体征，包括心率、血压、呼吸等指标，以及观察患

者的意识和情绪状态，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异常情况。对

于患者的疼痛问题，应进行科学的评估，并采取有效的疼痛缓

解措施。在伤口护理方面，必须保持手术部位的清洁和干燥。

定期更换敷料，并密切观察手术部位的愈合情况。任何异常情

况都应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以防止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观察组在前组护理基础上融合情志护理：（1）心理支持：

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是情志护理的重要一环。与患者建立良好

的沟通渠道，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给予关心、安慰和鼓励，

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2）认知干预：通过认知干预，

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体移植手术及其康复过程，消除不必要的

恐惧和焦虑。向患者介绍手术的基本原理、过程、注意事项及

预后情况，让患者对手术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3）情绪调节：

引导患者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如放松训

练、深呼吸等，以缓解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同时，鼓励患

者培养积极的兴趣爱好，如听音乐、阅读等，以增强心理愉悦

感。（4）社会支持：鼓励患者家属、亲友及社会支持系统给予

患者关心和支持，让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同

时，为患者提供交流平台，让他们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感受，互

相鼓励和帮助。（5）音乐疗法：音乐具有舒缓身心、调节情志

的作用。可以根据患者的喜好选择音乐类型，让患者在听音乐

的过程中放松身心，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 

1.3 观察指标 

对病患产生的不良情绪、生活质量进行指标对比。 

在正式评估中，将依据标准化的计分方式，对不良情绪和

生活质量进行严谨的考量。对于不良情绪，将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估。其中，焦虑自评

量表的中值分值为 50 分，当个体评分超过此值时，将判定为存

在焦虑情绪，且评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而抑郁自评量表

的中值分值为 53 分，当个体评分超过此值时，将判定为存在抑

郁情绪，且评分越高，抑郁程度越深。至于生活质量，将以健

康调查简表作为评估依据。该简表涵盖生理机能情况、躯体功

能情况、社会功能情况和情感职能四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最高

得分为 100 分，越高分值越证明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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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处理 

在 SPSS22.0 中系统录入数据，计数依托（%）表述，由 X

²获取结果，计量依托（ sx ± ）表述，由 t 获取结果，P<0.05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情绪指标的对比 

护理前组别之间的评分结果均未见有何差距（P>0.05）；护

理后就观察组而言，焦虑分值、抑郁评分均更低于对照组

（P<0.05）。由表 1 所示。 

表 1 不良情绪指标的对比（ sx ± ，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0 56.55±3.95 34.11±2.28 58.29±3.88 35.14±2.41 

对照组 10 56.33±4.26 40.59±3.88 58.77±3.95 41.11±2.85 

t - 0.120 4.553 0.274 5.058 

P - 0.906 0.000 0.787 0.000 

2.2 生活质量指标的对比 

在推行护理干预前，两者之间的生活质量未见有何差异

（P>0.05）；举措落实到位后，所测结果有所变化，观察组的情

况得分为更高（P<0.05）。由表 2 所示。 

表 2 生活质量指标的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机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0 61.25±4.33 93.54±2.55 59.84±3.64 83.58±3.14 65.74±3.19 85.11±3.66 67.56±3.24 88.97±4.21 

对照组 10 61.32±4.29 88.39±3.18 59.64±3.44 80.05±3.02 65.11±3.55 78.33±3.11 67.72±3.89 83.74±5.29 

t - 0.036 3.995 0.126 2.562 0.417 4.464 0.100 2.446 

P - 0.971 0.001 0.910 0.020 0.681 0.000 0.922 0.025 

3 讨论 

自体移植作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

处置。然而，手术结束后，病人往往会面临复杂的情绪困扰和

多重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4]。因此，情志护理干预在此时显得尤

为重要。情志护理干预，旨在通过增强病人的积极情绪体验、

提升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进而缓解病人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促

进其心理健康[5]。此方法的目标是协助自体移植病人有效应对术

后的心理困扰，并提升其生活质量[6]。情志护理干预的综合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认知行为疗法、支持性心理治疗、艺术治疗等手

段[7]。具体实施过程中，建立良好的医护关系、给予病人必要的

情绪支持与安慰、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以及开展有针

对性的心理教育与心理干预等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8-9]。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接受情志护理干预的观察组自体移植

患者在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这表明，情

志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增强他们

的心理适应能力。此外，情志护理干预还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

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促进他们恢复身体功能。因此，情志

护理干预具有理想的护理价值。 

综上，情志护理干预在自体移植患者中具有显著的效果，

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

一步探讨情志护理干预的最佳实践和有效策略，为自体移植患

者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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