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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护理对肿瘤化疗病人支持性护理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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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讨论及研究远程护理对肿瘤化疗病人支持性护理需求的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的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份，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份，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分成参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40 例，参照组常

规指导，实验组远程护理，分析两组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明确患者生活质量。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支持护理

需求下降，生活质量得到提升，P<0.05。结论 为肿瘤化疗患者提供远程护理，可以降低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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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tele-nursing on supportive nursing needs of cancer 
chemotherapy patients. Methods The start time of this study was January 2023 and the end time was December 2023.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as 80 case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guidanc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remote nursing. Results 
The demand for nursing support decrease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improv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remote nursing care for cancer chemotherapy patients can reduce the need for supportive nurs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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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肿瘤化疗患者而言，以日间治疗居多，患者多

数时间居家，患者化疗期间需要得到药物毒副作用的

指导，或者专家的相关引导，但不是所有的患者均能得

到有效的管理，患者的腹泻、呕吐等症状无法有效地得

到改善，患者病情延误出现中断或者放弃治疗，故为患

者提供有效的干预措施，明确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

十分重要[1]。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年龄分布范围在 37-76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 58.48±2.84 岁，女性 42 例，男性

38 例，分析所有患者的基础资料，P>0.05，可进行研

究。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提供常规的指导，为患者发放健康宣

教手册，提醒患者化疗后出现不良反应时应及时与医

生沟通，并至门诊治疗，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 
实验组患者提供远程护理，具体包括：（1）科室

内组建远程护理小组，护士长为组长，组员为患者主治

医生以及具有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主管护师；学习肿

瘤患者支持性护理涉及的内容，并为护理人员进行培

训，考核，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2]。（2）指导患

者加入医院公众号，并加入微信群，监测患者化疗后 24
小时内化疗毒性，指导患者或者家属上传化疗毒性，并

进行自我评估，常见的恶心、呕吐、腹泻、便秘、黏膜

炎、感觉异常等相关症状，并监测体温状况。（3）护

理人员应每日定时了解患者以及家属填写的自我评估

问卷，并解答患者以及家属提出的疑问，对于统一的问

题在群内统一进行回复[3]。（4）由专职的护理人员为

患者提供 3-4 个月的视频通话，每周一次，每次时间

10-20 分钟。（5）定期为患者提供化疗副作用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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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指导，为患者普及肿瘤的产生、发展，化疗的必要性，

日常饮食注意事项，如何积极地提高睡眠质量，合理运

动等[4]。（6）心理指导，患者化疗后会出现各类并发

症，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患者会出现恐癌心理，以及悲

观失望的情绪，化疗后居家期间易出现胡思乱想的情

况，继而出现悲观、失望的情绪。护理人员应通过家属

填写的自我评估问卷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为

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引导，纠正患者的错误观念 ，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存周期[5-6]。（7）饮食

指导，满足患者的高热量、高蛋白的需求，坚持维生素

含量低、少油腻、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对患者的视

觉、嗅觉、味觉进行有效地调整，调动患者的食欲，选

择清洁、色泽明亮的餐具，结合患者的饮食习惯、口味，

选择合适的饮食，选择少渣的半流质或者流质食物，提

高患者的吸收效果[7]。 

1.3 观察指标 
分析干预前、干预三个月后患者的支持性需求评

分，明确患者生活质量（通过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进

行分析，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学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当中，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使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计数用（n%）代表率行 χ2检验，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评分差异

不大，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

下降，p<0.05。 
2.2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不大，

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佳，p<0.05，
可开展研究。 

表 1  分析两组患者支持性护理需求(͞x±s，分） 

项目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健康信息需求 
参照组 40.12±5.52 36.75±4.93 

实验组 39.85±4.96 20.45±3.48 

照顾和支持需求 
参照组 19.32±3.95 19.23±3.62 

实验组 19.54±4.49 10.84±3.26 

心理需求 
参照组 23.13±8.76 23.17±3.84 

实验组 24.34±9.02 12.48±3.79 

生理和日常生活需求 
参照组 27.86±6.64 27.82±3.76 

实验组 28.45±5.68 17.86±2.25 

性需求 
参照组 8.24±3.51 7.54±2.57 

实验组 7.97±4.21 4.56±1.83 

总分 
参照组 116.54±19.48 119.43±22.51 

实验组 114.56±20.65 64.84±10.24 

表 2  分析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x±s，分） 

项目 
参照组 实验组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生理功能 65.21±3.26 75.32±9.25 65.36±3.21 84.59±10.28 0.381/5.214 >0.05/<0.05 

生理职能 63.54±3.28 76.41±8.21 63.78±3.08 80.59±7.96 0.349/4.212 >0.05/<0.05 

身体疼痛 47.92±2.68 73.36±9.28 47.04±2.51 79.59±6.59 0.307/6.295 >0.05/<0.05 

总体健康 48.98±3.57 68.15±8.47 48.26±3.27 76.79±7.81 0.462/5.178 >0.05/<0.05 

活力 48.98±4.78 75.78±10.28 48.58±4.89 82.26±5.71 0.643/2.959 >0.05/<0.05 

社会功能 47.62±3.51 76.67±7.15 47.75±3.54 85.48±6.94 0.326/3.781 >0.05/<0.05 

情感职能 43.39±7.84 78.68±11.25 43.42±7.78 76.41±2.64 0.642/5.147 >0.05/<0.05 

精神健康 47.51±2.54 72.78±10.45 47.48±2.57 80.98±5.19 0.773/5.946 >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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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对于肿瘤患者而言，多存在支持性护理需求，但不

同患者需求程度有所差异。为患者提供传统的宣教模

式，以面对面进行为主。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无法得

到有效地满足，患者需要不断地往返于家庭和医院之

间。故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护理，使得患者的医疗成本下

降。有效地满足患者的支持性照护模式，使得患者支持

性护理需求得到有效地满足[8]。本文通过分析支持性护

理需求的 5 个维度，实验组患者通过得到远程护理后，

患者的健康支持性需求明显呈现下降的趋势。但行常

规护理需求的参照组患者支持性需求无明显改善。 
对于肿瘤化疗的患者而言，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恶

心、呕吐，增加患者的不适感。从患者的生理和日常生

活的需求方面来看，实验组患者在得到远程护理后，需

求减少，考虑与患者日常填写生活不适症状，护理人员

可以及时收到反馈并给予相应的指导，有着较大的关

系[9]。对于肿瘤化疗患者而言，化疗后心理状态不佳，

给予有效的心理指导，减轻患者情绪低落的情况，结合

患者文化差异、宗教信仰、对病情的掌握程度，在开展

心理引导的同时，通过远程提供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

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患者受个体差异，肿瘤患者性需

求减少，考虑受化疗药物影响，除此之外家庭、婚姻、

年龄、术后性功能障碍均会影响患者性需求。为患者提

供远程护理，满足患者心理需求，患者的焦虑情绪得到

缓解，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饮食指导，满

足患者机体对营养的需求，分析患者的口味，选择明亮

的餐具、清淡易吸收、高营养的饮食，提高患者的机体

免疫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0]。 
本文通过对肿瘤化疗患者开展远程护理，患者的

支持性需求得到减少，生活质量呈现上升的趋势，组间

差异存在，p<0.05。 
综上所述，对于肿瘤患者而言，以化疗为主，但患

者治疗期间有较多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地满足，为提

高其护理质量，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为患者提供远程

护理，以满足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需求。该种护理，使得

患者反复往返医院的机率下降，患者的各项需求减少，

促进了患者的恢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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