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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引导护理对乳腺癌放疗患者护理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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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将全面引导护理应用于乳腺癌放疗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我院接收的 60 例乳

腺癌放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30 例和观察组（全面引导护理）30 例。观察两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及满意度结果。结

果：观察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评分结果相较对照组居更高水平；观察组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

乳腺癌放疗患者中应用全面引导护理效果甚好，既有效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同时还可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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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临床常见肿瘤之一，集中于人体乳腺上皮组织，会使

患者乳腺细胞失常，降低免疫系统功能[1]。放疗是目前运用较为广

泛的治疗方式之一，发挥了较佳的临床效果。但是在放疗过程中，

容易会对患者造成皮肤损伤等一系列不良反应，严重干扰其正常生

活。因此，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对提高治疗效果具有尤为重要的作

用。此次探究将取我院收治的乳腺癌放疗患者 60 例展开，并对部

分患者施以全面引导护理干预，结果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乳腺癌放疗患者 60 例，时间范围介于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予以随机分组（对照组+观察组，各 30

例），分别进行常规护理和全面引导护理。对照组中，患者最小年

龄 28 岁，最大年龄 65 岁，平均为（42.13±1.50）岁；观察组中，

患者最小年龄 32 岁，最大年龄 60 岁，平均为（40.50±1.75）岁。

两组患者组间资料均衡(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施以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再进一步加以全面引导

护理，详细如下：（1）开展行为护理干预：通过分宣传册、开办集

体讲座、单独谈话等多种方式进行癌症知识教育，帮助缓解癌因性

疲乏。增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加强心理疏导，排解患者不良情绪，

及时解答患者疑问。鼓励患者通过自我激励的方式积极面对治疗，

提高治疗依从性。（2）加强皮肤护理：在进行放疗前，护理人员应

嘱咐患者摘掉身上的配饰物，做好皮肤的清洁处理。建议患者着宽

松衣物，减少摩擦刺激造成皮肤损伤。（3）放疗期间护理干预：由

护理人员对患者照射的皮肤部位用柔软的湿毛巾轻轻擦拭，保证其

干净清洁，禁止酒精、肥皂水等触及受损皮肤，结合患者自身皮肤

状况选择温和不刺激的润肤产品。（4）放疗后康复锻炼指导：在放

疗后指导其保持站立位，抬高患侧、坐立位手搭肩膀，使患侧高于

心脏，改善血液循环，更好的促进皮肤愈合。运动量应结合患者实

际耐受力适时调整，循序渐进。（5）加强饮食指导：护理人员应对

患者进行有效的饮食指导干预，保证营养物的充分吸收，指导患者

多食新鲜水果蔬菜和易消化的食物，注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补充，

禁刺激辛辣食物。 

1.3 观察指标 

记录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及对护理的满意

度。采用我院自制问卷统计表对两组患者满意度加以统计，分为满

意、比较满意和不满意三个不同等级，总满意度=满意+比较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²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对比 

观察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对比 ( sx ± ) 

组别    生活质量 主观幸福指数 

观察组(n=30) 85.30±1.83 88.49±2.34 

对照组(n=30) 74.06±1.57 76.52±2.19 

t 25.532 20.456 

p 0.000 0.000 

2.2 两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呈更高展示（P<0.05)，如表 2。 
表 2  两组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n=30) 

18（60.00） 20（66.66） 2（6.66） 28（93.33） 

对照组
(n=30) 

12（40.00） 8（26.66） 10（33.33） 20（66.66） 

χ²    6.666 

p    0.023 

3 讨论 
乳腺癌的发病率较高，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严重影响。当前，

在临床上对于此的治疗多以手术和放疗相结合的方式为主[2-3]。但是
乳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容易产生恶心、食欲下降、焦虑、抑郁等不
良反应[4]。因此，实施一定高效的护理干预对患者的病情恢复具有
尤为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护理模式仅是对皮肤进行常规性护理，缺
乏针对性，因此改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而全面引导护理干预的优
势不仅体现在时间点上，更在于其具有较好的立体性。在护理过程
中可结合患者的生理、心理、及疾病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护理干预
措施，通过对其加以心理干预，有效疏导了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
还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护理实效明显。在本次分析结果中：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对护理的满意度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针对乳腺癌放疗患者，对其施以全面引导护理效果
理想，可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及满意度，可加以
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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