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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优质护理在胃癌患者围手术期护理过程中对于改善患者不良情绪的效果。方法：本次统计 80 名胃癌病人均为我院 2021.01——2021.12
期间临床收治病患，给予回顾统计背景，信封法下分出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40 名。予以常规组纳入对象基础护理干预，予以实验组纳入对象优质

护理干预，准确记录并对比两组间患者预后情况、不良情绪评分。结果：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患者预后状况更优，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不

良情绪评分更低，P＜0.05。结论：围手术期间针对胃癌患者应用优质护理手段，有利于改善不良情绪，提高服务质量，建议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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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大，很多人不注重

科学饮食和规律作息，导致胃癌疾病发病率持续提升，且患病人群

也愈发趋于年轻化改变，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为解除此类疾病危

险，临床多选择手术治疗法消除患者病灶，但因大多数患者缺乏足

够的健康知识，导致治疗中易产生不良情绪，严重情况下会促使患

者抗拒治疗，最终影响预后效果。因此，为患者开展优质、有效的

护理干预，对缓解患者症状有良好作用，以病患个人不良情绪和基

础状况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能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工作，

即可提高服务质量，又能拉近护患关系。基于此，本统计重点分析

优质护理在胃癌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详情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选择我院胃癌患者共计 80 名参与 2021.01——2021.12 期间临

床统计，按照信封法分组原则分设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40 名，

分别予以基础护理和优质护理，对象经病理学检查体征符合胃癌症

状判断标准。 

常规组：男患 20 例、女患 20 例，年龄范围 30-71 岁，平均年

龄（56.57±3.20）岁。实验组：男患 22 例、女患 18 例，年龄范围

30-72 岁，平均年龄（56.60±3.17）岁。资料对比 P＞0.05。 

纳入标准：临床资料完整；自愿参与统计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有自我表达和沟通能力。排除标准：精神疾病者；凝血功能障碍者；

患合并症者。 

1.2 方法 

常规组：病人入院后讲解胃癌发生、恶化、康复等健康知识，

告知手术治疗环节、目标、效果，对患者提供出院指导护理，叮嘱

按时用药，保证患者早日康复。 

实验组：术前：主动和患者建立沟通，增加自由交流、倾诉时

间评估患者的情绪、生理状态，介绍主治医师基本情况，构建高质

量的就医环境增加患者舒适性。讲解医院结构保证患者尽快适应院

内环境，讲解手术治疗的基本方法，叮嘱注意事项，强调配合手术

治疗的重要性。耐心解答患者与疾病有关的问题，提高病患对疾病

的了解，维护患者乐观心态，室内定期通风清洁。鼓励同类型病患

分享自身治疗经历，互相护理增强患者康复信心。术中：核对患者

基本资料，从旁陪伴患者提供情绪支持，可通过肢体接触、眼神接

触等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遮盖非手术部位，保护患者隐私。术后，

控制探视人数，调整探视次数，向患者家属讲解给予患者心理支持

的重要性，为缓解术后疼痛可通过转移注意力法、药物控制法完成。

术后为患者搭配健康饮食，生命体征平稳后指导患者活动。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预后情况、不良情绪评分。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资料以（ sx ± ）表

示，采用ｔ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预后情况 

常规组住院（24.64±5.80）d、术后肛门排气（30.23±4.02）h；

实验组住院（18.20±2.66）d、术后肛门排气（21.02±2.01）h。可

见实验组预后状况优于常规组，对比 T=6.383、12.960，P＜0.05。 

2.2 不良情绪评分 

常规组焦虑（51.34±1.25）分、抑郁（52.00±3.14）分；实验

组焦虑（23.64±5.40）分、抑郁（27.67±5.07）分。可见实验组不

良情绪评分低于常规组，对比 T= 31.607、25.803，P＜0.05。 

3.讨论 

胃癌作为临床常见病在治疗中主张应用手术疗法缓解症状，一

旦患病患者受到胃癌影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性会严重下降。手

术工作的执行质量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故而为提升手术效果需要

配合护理干预，保证患者在围术期间均可接受有效护理服务维护术

式安全。常规护理模式服务以医嘱为准开展被动型护理工作，倾向

于维护患者身体健康，但未能重视病患个体差异性，患者预后表现

不甚理想[1]。对此临床提出对胃癌患者围手术期间建立优质护理模

式，此临床护理工作逐渐给予常规护理发展、创新、提高，区域人

性化护理兼顾患者身心方面的双重维护，开展健康教育促使患者养

成科学生活习惯，提升患者康复治疗信心引导患者宣泄不良情绪，

从而保证病患预后阶段心理状况的稳定。 

结果可见，实验组患者预后状况优于常规组；实验组不良情绪

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胃癌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有利于改善

不良情绪，保证治疗效果，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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