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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食管癌手术患者中的价值 

古丽娜孜，李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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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于食管癌手术患者中采取心理护理效果。方法 本次抽取 54 例食管癌手术患者进行研究

分析，病例选取时间为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就 54 例患者依据随机抽签模式均分 2 组，将实施常规护理

的 27 例患者设为参考组，将实施心理护理的 27 例患者设为实验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焦虑、抑郁评分

中两组护理前对比差异不明显（P＞0.05），护理后实验组低（P＜0.05）。卧床时间、住院时间中实验组较短（P
＜0.05）。实验组满意度为 95.12%，参考组满意度为 75.61%，护理满意度中实验组高（P＜0.05）。结论 于食

管癌手术患者中采取心理护理效果确切，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缩短其卧床及住院时间，进而有助于提高

患者的满意度。建议此种方法在临床上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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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undergo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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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Methods This time, 54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undergoing surgery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case selection time was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5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lot drawing mode. 27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were set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27 
patients receiving psychological care were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0.05), but the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after nursing (P<0.05). The duration of bed rest 
and hospitaliz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5.12%, and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75.61%.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s effective for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undergoing surgery,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shorten their bed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and 
then help to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method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Psychological nursing; Esophageal cancer; Surgical treatm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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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为临床上常见的消化道癌肿，该病具有较

高的发生率，可危及患者的生命。食管癌在临床上主

要采取手术治疗[1]。进行性加重的食管癌患者存在进食

困难、体重降低、焦虑不安等情况，患者渴望尽早进

行手术治疗，以获得健康。但手术能否彻底根除病变，

存在不确定性，且麻醉中可一定几率出现意外，对患

者日后生活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上述这些问题均可

导致患者出现负面情绪，可见焦虑、抑郁等，这对其

治疗依从性及效果形成较大的影响[2]。为此，本次抽取

54 例食管癌手术患者进行研究分析，病例选取时间为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探究于食管癌手术患者中

采取心理护理效果。研究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本次抽取 54 例食管癌手术患者进行研究分析，病

例选取时间为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就 54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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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据随机抽签模式均分 2 组，将实施常规护理的 27
例患者设为参考组，将实施心理护理的 27 例患者设为

实验组。上述患者经诊断后符合食管癌诊断标准，且

均符合手术适应症。入选的患者基础资料完整，经向

其及家属说明此次研究本意后，可主动参与此次研究。

将存在肿瘤细胞转移、其他器官功能性障碍、精神疾

病、认知障碍及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予以

排除。其中实验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16 例、11 例，年

龄 37-78 岁，均值范围（47.65±2.76）岁。参考组男、

女例数分别为 17 例、10 例，年龄 39-76 岁，均值范围

（47.76±2.79）岁。客观比对 2 组患者基础资料，差

异提示均衡（P>0.05），可于后续进行数据分析。本

次研究经伦理审核批准通过。 
1.2 方法 
（1）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给予患者讲解手术相关注意

事项，给予其鼓励和安慰，提升其治疗信心。 
（2）实验组 
本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行心理护理，方法详见下文： 
①术前心理护理: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以怀以尊

重、热情的心态接待患者，护理人员加强与患者之间

的沟通，详细了解对其思想动态，以便患者能够体会

到护理人员的温暖，促进良好的护患关系。向患者及

家属讲解疾病相关知识，例如病因、症状、治疗方法、

护理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等，促使其能够积极配合相

关治疗及护理。同时为其列举既往治疗成功案例，提

升其治疗信心。并为其讲解负面情绪对其治疗及康复

的影响。使其能够主动自我疏解负面情绪，以保持良

好的心态接受手术治疗。 
②环境护理:大多数患者优于担心术后效果，以致

于出现睡眠障碍，进而造成其精神、身体状态较差。

为此护理人员需要为其营造舒适、安静的环境，如合

理控制室内温湿度，定期开窗通风，减少噪音、强光。

同时指导其如何正确放松、以及有助于促进睡眠的方

法，以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有助于其入眠。 
③术中心理护理:多数患者在进入手术室时可产生

负面情绪，并伴有肌肉僵硬及少言寡语，从而影响麻

醉及手术都的正常进行。为此护理人员，应给予患者

安慰，并指导其进行深呼吸，协助患者调整为舒适体

位。术中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以消除其负面情绪。 
④术后心理护理：患者术后极易出现不良反应，

进而加剧其痛苦，以致于其出现负面情绪。为此护理

人员应积极给予其相应预防干预，以减少不良反应的

产生，同时给予其心理暗示法、转移注意力法等来对

其疼痛进行缓解，并给予其鼓励，以促进其恢复。 
1.3 疗效标准 
（1）焦虑、抑郁评分 
采取 SDS、SAS 量表评估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

抑郁情况。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负面情绪越严重。 
（2）卧床时间、住院时间 
对两组患者的卧床时间、住院时间予以观察及记

录。 
（3）护理满意度 
以本院自行拟制的满意度问卷表了解患者对本次

护理的满意度。计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27×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 x ±s）用于表达焦虑、抑郁评分、卧床时间、住

院时间，用 t 检验；（%）用于护理满意度表达，用（χ2）

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

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焦虑、抑郁评分中两组护理前对比差异

不明显（P＞0.05），护理后实验组低（P＜0.05）。 

表 1 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sx ± ）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27 43.43±2.32 21.23±3.46 45.65±3.42 21.32±4.35 

参考组 27 43.23±2.54 35.43±3.68 45.42±3.76 37.68±3.57 

t - 0.302 14.608 0.235 15.106 

P - 0.763 0.001 0.81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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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卧床时间、住院时间比较分析 
实验组卧床时间（45.43±1.45）h、住院时间（12.43

±1.36）天；参考组卧床时间（65.43±3.42）h、住院

时间（21.45±2.36）天。t 检验值：卧床时间（t=27.976，
P=0.001）、住院时间（t=17.207，P=0.001）。卧床时

间、住院时间中实验组较短（P＜0.05）。 
2.3 两组满意度对比分析 
实验组满意度为 95.12%（39/41）：非常满意 35

例、一般满意4例、不满意2例。参考组满意度为75.61%
（31/41）：非常满意 24 例、一般满意 7 例、不满意

10 例。χ2 检验值：（χ2=5.513，P=0.019）。护理满意

度中实验组高（P＜0.05）。 
3 讨论 
食管癌为临床上发病率很高的一种疾病，并且随

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其该病的发

生率呈现为逐年增加趋势[3]。当前治疗食管癌主要采取

食管癌根治术治疗，因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其手术耐受性差较差，以致于其手术过程中产生

并发症，导致其出现负面情绪，最终影响其治疗效果[5]。

为此，对在食管癌患者手术治疗中需要采取心理干预，

以消除其负面情绪，促进其治疗效果[6]。 
本次研究中在食管癌手术患者中采取心理护理干

预，结果可见，焦虑、抑郁评分中实验组低（P＜0.05），
卧床时间、住院时间中实验组较短（P＜0.05）。实验

组满意度为 95.12%，参考组满意度为 75.61%，护理满

意度中实验组高（P＜0.05）。提示心理护理能够消除

患者的负面情绪，缩短其卧床时间、住院时间，从而

提升其满意度。上述研究结果证实，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采取心理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常规护理。 
笔者分析认为，通过术前心理护理，能够促进良

好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的疾病知识认知，使其能够

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7]。环境护理可有利于患者的睡

眠，从而减少引起负面情绪因素。术中心理护理，经

给予患者安慰，保护患者隐私，可消除其负面情绪[8]。

术后心理护理中，经预防不良反应产生，给予疼痛护

理，可降低因上述因素造成患者负面情绪产生。从而

有助于患者恢复[9-10]。 
综上所述，于食管癌手术患者中采取心理护理效

果确切，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缩短其卧床及

住院时间，进而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建议此种

方法在临床上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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