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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患者中规范化护理的应用效果及满意度分析 
欧阳慧英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郴州  423000） 

摘要：目的：观察在甲状腺癌患者中应用规范化护理的效果并分析对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选择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本医

院治疗甲状腺癌的 80 例患者，以入院顺序的差异性作为分组依据，分别将先入院的 40 例患者和后入院的 40 例患者分别设为对照组与研究

组，为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为研究组开展规范化护理。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的前后变化。结果：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

比对照组高（100%＞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在干预前无明显不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两组均明显提升且研究组比对照组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甲状腺癌患者中应用规范化护理不仅可以提升生

活质量水平，还能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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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是常见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瘤，在所有恶性肿瘤

中占比约为 1%，发病率位居第五位。临床治疗甲状腺癌的方法

主要是甲状腺全/近全切除术等手术疗法和碘 131 放射性核素疗

法等，这些方法均有较为显著疗效，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

采取哪种方法，临床都应在治疗的同时予以积极的护理干预[1]。

但是常规护理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患者可能因为护理不当或

护理疏忽而发生并发症，进而影响康复效果。对此，临床应对

护理干预进行规范，以使患者获得更加完善的护理服务，从而

对其康复效果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本文选择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本医院治疗甲状腺癌的 80 例患者，试观察在患者

中应用规范化护理的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本医院治疗甲状腺癌

的 80 例患者，以入院顺序的差异性作为分组依据，分别将先入

院的 40 例患者和后入院的 40 例患者分别设为对照组与研究组。

对照组：男性 14 例，女性 26 例；年龄 32 岁~74 岁，均值为（53.91

±7.17）岁。研究组：男性 1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33 岁~73

岁，均值为（53.88±7.24）岁。对比后以上数据的统计值 P 均

＞0.05，两组间可进行对比。 

纳入标准：（1）经病理检查确诊为甲状腺癌，且与《甲状

腺癌诊疗指南(2022 年版)》[2]中的相关诊断标准相符；（2）临床

资料齐全；（3）预计生存时间不少于 6 个月；（4）患者对研究

知情同意；（5）本次的研究申请医学伦理委员会予以批准。排

除标准：（1）合并患有其他恶性肿瘤；（2）甲状腺存在其他类

型病变；（3）因视听障碍无法正常交流者；（4）孕产妇及哺乳

期女性；（5）依从性严重缺乏者；（6）患有精神疾病者。 

1.2 方法 

为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在治疗前为患者做好相关检查和

准备工作，简单告知患者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法的相关要点，以

获得患者的良好配合；治疗期间，引导患者配合完成各项指令，

严密观察患者表现，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顺利进行；治疗后，

为患者营造舒适环境，做好个人护理，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合理

安排饮食，告知其康复注意事项。 

为研究组开展规范化护理：（1）环境护理：良好的环境有

助于缓解患者负性情绪，因此病房应保证整洁、温馨、温湿度

与光照度适宜、安静舒适。此外，可在病房中设立电视机或摆

放花卉，以使患者保持良好心情。（2）治疗前的护理：评估患

者对疾病和治疗方法的了解程度，结合其受教育程度采取图文、

视频、口头讲解等适合的方式进行健康宣教，务必确保患者对

疾病和治疗方法有更清晰地了解，能够在治疗时积极配合、做

好防护，以预防不良事件发生。（3）心理护理：从患者入院起

逐步引导其了解科室制度、病房环境、诊治流程，以消除其紧

张感，若患者有疑问应耐心解答，并在患者担忧病情时予以鼓

励安抚，以消除其顾虑。（4）治疗时护理：通过在患者唇上涂

抹石蜡油、在眼部粘贴眼贴来保护其口唇和眼部，以免因为过

于干涩而导致不适。使用棉球填塞外耳道，以免流入消毒液。

（5）治疗后护理：为手术患者取半坐位体位，以改善其呼吸困

难症状，促进手术患者的引流；为患者做好保暖工作，以减轻

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为患者安排低脂肪、低碘的食物，同

时确保其营养的充足摄入。 

1.3 评估指标 

（1）生活质量评分：将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生活质量评估

简表作为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估工具，该量表中共有 4 个维度，

即：①情感职能；②生理功能；③社会功能；④躯体疼痛。每

个维度的评分范围在 0~100 分之间，评分高低与生活质优劣之

间为正向联系[3]。 

（2）护理满意度：将科室自拟问卷作为护理满意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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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问卷的评分依据为患者对门诊护理的满意程度，评分范

围为 0~100 分评分≥80 分、介于 60～80 分、≤59 分分别是满

意度高、可、低的分值判定范围。总满意率为满意度高、可例

数总和在患者总例数中所占百分比[4]。 

1.4 统计学分析 

依次将研究中的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录入到 SPSS-23.0 中

并或使用该软件进行处理，二者分别表示为（n，%）和（ sx ± ），

检验 X2 值和 t 值。P 值＜0.05 代表统计学对比存在明显差异性。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评分的前后变化 

见表 1，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在干预前无明显不同，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均明显提升且研究组比

对照组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生活质量评分的前后变化对比（ sx ± ） 

生理功能（分） 情感职能（分） 躯体疼痛（分） 社会功能（分） 
分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n=40） 59.63±1.71 79.53±3.42* 59.91±1.87 79.68±3.27* 59.77±1.83 79.75±3.91* 59.71±1.51 79.42±3.58* 

对照组（n=40） 59.92±1.67 69.52±2.59* 59.68±1.52 69.91±2.44* 59.69±1.74 69.52±2.64* 59.59±1.63 69.58±2.35* 

t 值 0.767 28.910 0.604 15.145 0.200 13.714 0.342 14.532 

P 值 0.445 0.000 0.548 0.000 0.842 0.000 0.734 0.000 

注：与干预前进行对比，均为*P＜0.05。 

2.2 护理满意度 

见表 2，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100%＞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护理满意度的对比（n，%） 

分组 满意度高 满意度可 满意度低 总满意率 

研究组（n=40） 27（67.50） 13（32.50） 0（0.00） 40（100.00） 

对照组（n=40） 23（57.50） 10（25.00） 7（17.50） 33（82.50） 

X2 值 —— —— —— 7.671 

P 值 —— —— —— 0.006 

3 讨论 

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大多数类型的甲状腺癌预后较好，

恶性程度较低，自然生存时间普遍在 10 年以上。手术和核素放

射性治疗是临床治疗该病的主要方法，疗效均较为显著，但对

治疗效果的担忧、治疗的费用则给患者带来了困扰，如果不为

患者进行积极干预，患者可能因为不良情绪的干扰而影响到康

复效果。本文中对照组采取的常规护理不够细致、全面，护理

质量较为一般，患者的护理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规范化

护理是对常规护理的进一步强化，其可以从治疗前到治疗后，

从饮食、环境到心理，在全程、各方面为患者提供更加完善、

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在规范化护理中，护理措施是基于对患

者的评估结果制定的，因此更具有针对性，因此能给患者带来

更加积极的影响。结果中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

（100%＞82.5%），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正

能证明规范化护理带来的积极影响。对比王芝旭[5]报告中观察组

97.14%的满意率、高于对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P＜0.05），与

本文数值相近或趋势一致。 

综上，临床应为甲状腺癌患者积极开展规范化护理，以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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