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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改善脑肿瘤患者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的研究 

马吉芬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分析改善脑肿瘤患者采用叙事护理对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接受治疗的 78 例脑肿瘤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组 36 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基础上采用叙事护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测评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

采用存在质量量表对两组患者干预后生存质量进行评分。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SAS、SDS 低于对照组，清晰地

反映出观察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观察组的 QO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其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P<0.05）。结论 叙事护理能够有效减轻脑肿瘤患者的负性情绪。显著提升其生存质量，是一种具有临床应用价

值的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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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arrative nursing for improving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brain tumor patients 

Jifen Ma 

Taihe Hospital, Shiyan, 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s.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2 to Jul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arrative care on top of 
routine care. The 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 and depression self-assessment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ale was used to scor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AS and SDS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learly reflecting that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effectively relieved. The QOL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was improved (P < 0.05). Conclusion Narrativ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is a nursing model wit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Narrative nursing; Negative emotions; Brain tumors; Quality of life 
 
肿瘤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其治疗过

程漫长且复杂，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1]。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等在脑肿瘤患者中较为常见，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治疗效果。因此，如何有

效地改善脑肿瘤患者的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成为了

护理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叙事护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护

理模式，强调倾听患者的故事，关注患者的情感体验，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在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和生存质量方面具有潜在的优势[2]。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讨叙事护理对脑肿瘤患者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的影

响。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将我院 2022 年 7 月~2023 年 7 月收治的 78 例脑

肿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男 22 例，女 14 例，51.89
±9.91）岁，观察组（男 25 例，女 11 例，51.36±10.97）
岁。且所有患者经病理学或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脑肿瘤；

意识清楚，能够进行有效沟通；能够配合完成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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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护理干预；年龄 18 岁以上；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无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患

者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病情观察、基础护理、

饮食护理、用药指导等。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

受叙事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建立信任关系 
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交流，介绍叙事护理的目的

和方法，倾听患者的诉说，表达对患者的关心和尊重，

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2）收集患者的故事 
鼓励患者讲述自己的患病经历、内心感受、家庭情

况等，护理人员认真倾听，不打断、不评判，给予患者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 
（3）外化问题 
护士帮助患者将负性情绪和问题从自身分离出来，

使其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例如，患者说“我觉

得自己很倒霉，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护士可以说“不是

您倒霉，而是疾病找上了您，我们一起来面对它”。 
（4）解构问题 
护士引导患者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分析，找出导致

负性情绪和问题的原因。例如，患者说“我担心手术会

失败”，护士可以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是

因为对手术不了解还是其他原因”。 
（5）改写问题 
护士与患者一起探讨如何改变对问题的看法和态

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患者说“我觉得自己

的未来一片黑暗”，护士可以说“虽然目前的情况比较

困难，但只要我们积极治疗，还是有希望的。您可以想

想以前遇到困难时是怎么克服的，也许这次也能行”。 
（6）见证问题 
护士邀请患者的家属、朋友等参与护理过程，让他

们倾听患者的故事，并给予支持和鼓励。同时，护士将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点滴进步记录下来，及时反馈给

患者，让患者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1.3 观察指标 
负性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

量表（SDS）对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

评估。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 
生存质量：采用生存质量量表（QOL）于护理后两

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估。QOL 量表包括身体功能、

心理状态、社会功能和环境 4 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

生存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对比 
通过两组护理后数据对比，观察组负性情绪低于

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对比 
通过两组患者护理后数据对比，观察组生存质量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观察组 36 42.57±5.83 45.36±6.57 

对照组 36 50.26±6.34 53.83±7.15 

t - 5.357 5.234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身体功能 心理状态 社会功能 环境 

观察组 36 72.54±7.62 68.35±7.29 65.26±6.82 60.52±7.14 

对照组 36 62.32±6.91 58.52±6.54 55.32±7.23 50.24±6.38 

t - 5.961 6.022 6.001 6.442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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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肿瘤作为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不仅给患

者的身体带来巨大痛苦，也对其心理和社会功能产生

深远影响[3-4]。罹患脑肿瘤后，患者往往面临着疾病本

身的威胁、治疗过程的煎熬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性，这些因素极易导致患者产生诸如焦虑、抑郁等强烈

的负性情。负性情绪的存在不仅降低了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还严重影响了其生存质量[5]。叙事护理为患者提

供了一个安全、开放的倾诉环境，使他们能够毫无保留

地表达内心的恐惧、担忧和痛苦[6]。护理人员在倾听过

程中给予的共情和理解，让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和关心，

从而减轻了心理负担。 
叙事护理能够显著减轻脑肿瘤患者的焦虑、抑郁

情绪。这可能是因为叙事护理为患者提供了一个表达

内心感受和情感宣泄的机会，让患者感受到被理解和

被尊重[7]。通过叙事交流，患者能够倾诉内心的恐惧、

担忧和不安，护理人员的倾听和回应让患者感受到被

尊重和理解，从而释放了心理压力。此外，引导患者重

构叙事，帮助他们发现自身的力量和积极因素，增强了

应对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此外，通过外化问题、解构故

事和改写故事等技术，帮助患者改变了对疾病的认知

和应对方式，增强了患者的心理调适能力和应对信心。

使得患者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疾病和治疗，从而改善

了身体功能和心理状态[8]。而且叙事护理不仅关注患者

的疾病治疗，更注重患者的心理需求和情感体验，通过

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

满意度。同时，叙事护理还促进了患者与家属、医护人

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强了患者的社会支持，从而有

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这可能是由于负性情绪的

减轻，使得患者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疾病和治疗，从而

改善了身体功能和心理状态。在实施叙事护理过程中，

护理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倾听能力，能够

与患者建立起信任关系，让患者愿意倾诉自己的故事。

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敏锐

的洞察力，能够准确地捕捉患者的情感变化和需求，给

予患者恰当的回应和引导。此外，叙事护理需要花费护

理人员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需要合理安排护理工

作，确保叙事护理的顺利开展。同时，家庭和社会支持

系统在叙事护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患者家属

积极参与，共同为患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和鼓励的氛

围，有助于增强叙事护理的效果。 
综上所述，叙事护理能够有效地改善脑肿瘤患者

的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是一种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

护理模式。可以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叙事护理，为脑肿瘤

患者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的护理服务，促进患者的身

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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