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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血液科肿瘤患者化疗期间感染情况及护理方案进行研究。方法：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就诊

的血液肿瘤患者 188 例，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将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人数一致，以 94 例患者为一组。在实验过程中，护理人

员通过一般护理手段对甲组患者进行护理，通过针对性护理手段对乙组患者进行护理，对两组患者感染情况进行记录和对比。结果：与甲

组患者相比，乙组患者感染几率较低，甲组患者感染几率为 98.94%，乙组患者感染几率为 43.62%，两组患者感染几率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

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血液科肿瘤患者化疗期护理中针对性护理有着较好的效果，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染

情况的出现，具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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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化疗逐渐成为

血液科肿瘤患者治疗的首选方案，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优化了治疗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化疗治疗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较大的伤害，血液科肿瘤患者在

治疗期间如得不到较好的护理会导致感染情况的出现，进而加大患

者的痛苦，导致患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对血液科肿

瘤患者化疗期间感染情况及护理方案进行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

义。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就诊的血

液肿瘤患者 188 例，两组患者分别接受一般护理及针对性护理，现

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就诊的血

液肿瘤患者 188 例，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将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

两组患者人数一致，以 94 例患者为一组。甲组所选 94 例患者中男

性患者人数共有 50 例，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人数差为 6 人，患

者年龄最小为 27 岁，年龄最大为 68 岁，（46.1±5.2）岁为均值年

龄，乙组所选 94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人数为 49 例，男性患者与女性

患者的人数差为 4 人，患者年龄最小为 27 岁，年龄最大为 69 岁，

（46.3±5.3）岁为均值年龄，两组患者基本信息方面差异基本可以

忽略不计，数据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

患者均为成年人，且精神正常，意识清醒；本院伦理委员会允许本

次实验的开展；患者及其亲属对本次实验的内容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有着充分的了解；患者及其亲属均自愿参与到本次实验中来。排除

标准：患者患有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疾病[1]。 

1.2 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一般护理手段对甲组患者进行护

理，通过针对性护理手段对乙组患者进行护理。化疗治疗会影响患

者体内的酸碱平衡，导致患者自身抵抗力的降低，而且由于导管介

入治疗较多，患者粘膜损伤较为严重，这种情况下，感染情况时有

发生。护理人员在对乙组患者进行护理时，应充分考虑到血液科肿

瘤患者化疗期间可能出现的感染，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

以此减少感染情况的出现，护理人员应注意定期对病房进行清洁和

消毒，并保证病房能够得到适当的通风和充足的光照，以此为患者

提供适宜的外界环境[2]。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应注意规范患者

的饮食，并规范患者的行为，确保患者始终保持口腔卫生，避免口

腔内部细菌的滋生，减少口腔感染情况的出现。护理人员在实际工

作中应坚持严格按照既定流程及标准开展工作，树立较强的责任意

识，规范自身行为，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工作，切断细菌传播途径，

以此实现防感染的目的。此外，护理人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适当使

用抗生素，在不影响化疗的情况下利用药物防治感染。 

1.3 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感染情况进行记录和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下，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分别为（x±s）

及（n），检验分别通过 t 及 x2，P＜0.05 意味着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3]。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感染情况 

与甲组患者相比，乙组患者感染几率较低，两组患者感染几率

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内

容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感染情况 

组别 人数（n） 感染人数（n） 感染几率（%） 

甲组 94 93 98.94 

乙组 94 41 43.62 

X2 值 - - 12.934 

P 值 - - p＜0.05 

3 讨论 
感染在血液科肿瘤患者化疗期间有着较高的出现几率，对化疗

治疗的效果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患者的痛

苦，甚至会造成患者的死亡。相比一般护理，针对性护理在血液科

肿瘤患者化疗期护理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感染情况的出现，优化化疗效果。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院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就诊的血液肿瘤患者 188 例，意在对血液科肿

瘤患者化疗期间感染情况及护理方案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血液科

护理人员开展后续工作带来一些帮助[3]。两组患者分别接受一般护

理及针对性护理，研究结果显示，与甲组患者相比，乙组患者感染

几率较低，甲组患者中感染人数共计 93 例，感染几率为 98.94%，

乙组患者中感染人数共计 41 例，感染几率为 43.62%，两组患者感

染几率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

由此可以得出，在血液科肿瘤患者化疗期护理中针对性护理有着较

好的效果。 

本次实验表明，针对性护理在减少血液科肿瘤患者化疗期间感

染情况的出现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血液科护理人员应对针

对性护理方案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进行推广和应

用，以此提高护理工作的水平，为血液科肿瘤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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