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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教育结合细节护理对乳腺癌康复期患者预后的影响 
王艳丽  高云峰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目的：研究并探讨乳腺癌康复期间开展自我管理教育与细节护理对患者预后效果的影响。方法：将本院 2023 年全年收治的共 60 例

乳腺癌康复期患者作为研究观察对象，按照随机分组策略，区别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一组均包含 30 例患者。在常规治疗操作之后，就乳

腺癌患者康复期间开展常规护理于对照组，观察组则采取自我管理教育结合细节护理，分别对两组科室护理阶段所取得的护理效果展开统

计学分析。结果：在护理开展之前，两组的癌因性疲乏指标并未展现出具有显著意义的差异（P＞0.05）；而于护理施行之后，两组的评测

分值均呈现出降低之态，且观察组更是处于更低水平（P＜0.05）。于实施护理活动以前，对两组的自我效能感以及生活质量评价分数实施

了评估，其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层面的显著意义（P＞0.05）；而在护理活动开展之后，评分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向，且观察组处于相对更高

的水准（P＜0.05）。结论：自我管理教育结合细节护理有利于乳腺癌康复期患者癌因性疲乏程度的降低，能使之自我效能感和生活质量全

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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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乳腺癌作为一种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恶性疾

病，其康复期的护理工作至关重要。在乳腺癌康复期，

患者将恢复面临身体机能、调整心理状态、改善生活方

式等问题[1]。此时为患者开展有效的护理工作，能够帮助

其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促进身体的康复，提高生活质

量[2]。其中，细节护理可以密切监测患者的身体状况，及

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为患者的康复提供坚

实保障。同时，能对患者心理状态予以关注和疏导，进

而帮助她们克服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树立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3]。结合自我管理教育，

能赋予患者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感，使其能够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自身的康复过程中，通过学习疾病知识、自我

监测技能等，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4]。因此，为提升乳

腺癌康复期患者的预后效果，本研究将结和细节护理与

自我管理教育实施干预，观察用于乳腺癌康复期患者的

实践作用，现将方法与结果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 2023 年全年收治的共 60 例乳腺癌康复期患

者作为研究观察对象，按照随机分组策略，区别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一组均包含 30 例患者。对照组受试对象

年龄 35-70 岁（48.65±3.54）岁；观察组受试对象年龄

35-70 岁（48.74±3.69）岁；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水平均衡

可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为患者讲解乳腺癌康复期的

相关知识，督促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范饮食，

遵医嘱用药等。 

观察组开展自我管理教育结合细节护理：（1）院内

的细节化护理与自我管理教育：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

理方案，这需要结合对患者病情、用药状况以及文化程

度等进行全面评估，进而制定出与患者实际状态相符的

护理方案以及自我管理教育方案。为患者树立起健康理

念，全面地讲解关于乳腺癌的疾病知识，像是疾病的常

见治疗方式、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危险因素等，并予

以详细说明，以强化患者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认同。同时

通过科室组织患者开展健康知识讲座，为患者发放与疾

病相关的知识手册，播放相关视频等，使患者提高对乳

腺癌相关知识的认知。在康复锻炼方面为患者制定出训

练方案，涵盖具体的训练形式、时间及频率等，并指导

患者以正确心态面对疾病治疗，改善自身的负面情绪，

纠正对病情的错误认知。（2）院外的细节护理与自我管

理教育：通过电话随访与患者保持每月两次的联系，督

促患者维持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并结合微信群在群内

推送有关疾病的知识，以强化患者的认知，同时督促患

者家属参与到患者疾病管理的监督中以及提醒患者复

查。 

1.3 观察指标 

（1）对两组癌因性疲乏程度予以比较：借助癌因性

疲乏程度（PFS）量表针对两组患者实施测评，就涉及的

相关知觉、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严重度等总计 22 项指标，

均展开 0-10 分的测评操作，而后将各个维度所获取的总

分除以项目的最终分数，其得分越高，则意味着对致癌

性疲劳症状的应对能力越强。（2）自我效能感与生活质

量对比：于护理前后运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来对自我效能予以评判，其总计涵盖 10 个项目，每个项

目的分值设定为 1-4 分，总分共计 40 分，所获得的分数

越高，则昭示着自我效能感处于更为良好的状态。而在

护理工作展开的前后阶段，依据卡鲁功能状态量表（KPS）

对生活质量实施评估，其总分设定为 100 分，所获取到

的分数越高，则意味着生活质量处于更为理想的态势。 

1.4 统计学方式 

将本次观察数据均衡记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中，

两组计量与计数资料的表述，分别选取（ sx ± ）、t 检

验、（%）、X2 检验获取结果，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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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两组癌因性疲乏程度予以比较 

在护理开展之前，两组的癌因性疲乏指标并未展现

出具有显著意义的差异（P＞0.05）；而于护理施行之后，

两组的评测分值均呈现出降低之态，且观察组更是处于

更低水平（P＜0.05）。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两组癌因性疲乏程度予以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行为 情感 躯体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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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5.71±1.23 2.38±0.71 5.83±1.40 2.32±0.45 5.75±1.30 2.82±0.63 4.95±0.72 2.91±0.88 

对照组 30 5.73±1.32 3.99±0.81 5.85±1.43 3.97±0.72 5.99±1.60 4.95±0.84 4.97±0.69 3.89±0.79 

t - 0.061 8.187 0.055 10.644 0.638 11.111 0.110 4.539 

P - 0.952 0.000 0.957 0.000 0.526 0.000 0.913 0.000 

2.2 自我效能感与生活质量对比 

于实施护理活动以前，对两组的自我效能感以及生

活质量评价分数实施了评估，其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层

面的显著意义（P＞0.05）；而在护理活动开展之后，评

分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向，且观察组处于相对更高的水准

（P＜0.05）。由表 2 所示。 

表 2 自我效能感与生活质量对比（ sx ± ，分） 

自我效能感 生活质量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17.93±

1.57 

32.77±

3.06 

41.28±

5.42 

81.29±

9.39 

对照组 30 
18.25±

1.72 

29.02±

2.51 

41.33±

4.39 

62.38±

7.32 

t - 0.753 5.190 0.039 8.699 

P - 0.455 0.000 0.969 0.000 

3 讨论 

乳腺癌是发生在人体乳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在

女性群体中极为常见。在患者疾病治疗康复阶段，会面

临一系列影响预后的护理难题，即患者的心态问题、健

康知识掌握情况、对自我的管理等。开展细节护理结合

自我管理教育对乳腺癌康复期患者疾病预后有着积极影

响[5]。通过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结合对患者病

情、用药状况、文化程度等全方位的评估，能制定出完

全符合患者实际状态的护理方案以及自我管理教育方案
[6]。自我管理教育则能为患者树立起健康理念，为之讲解

有关乳腺癌的疾病知识，涵盖从常见治疗方式、治疗期

间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存在的危险因素等各个方面，

能强化患者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认同[7-8]。另外，在康复锻

炼方面，为患者制定出训练方案，明确具体的训练形式、

时间安排以及频率等，能够让患者更好地掌握自我管理

的技巧和方法，提升其对疾病康复的信心和依从性，从

而有效改善生活质量，降低疾病复发的风险[9]。 

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明确，积极开展细节护理与自我

管理教育后，观察组患者的癌因性疲乏程度明显更低于

对照组，且该组患者护理后的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得分

位于更高水平，均能说明细节护理结合自我管理教育联

合有助于患者疾病的良好预后，能促进患者身体和心理

的全面恢复。患者在接受这种护理模式后，不仅身体状

况能够得到有效改善，心理状态也更加积极健康，整体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综上，自我管理教育结合细节护理有利于乳腺癌康

复期患者癌因性疲乏程度的降低，能使之自我效能感和

生活质量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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