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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干预在乳腺癌术后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孙 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延续性护理干预在乳腺癌术后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研究时间起于 2021 年 10 月，止于

2023 年 12 月，参考对象具体构成为：手术治疗的乳腺癌患者，而后分组，指导原则为：随机抽签法，具体组别

为：对照组、实验组，2 组乳腺癌术后患者病例数为 76，各组中收纳样本数为 38；其中，常规护理干预用于对照

组，术后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延续性护理干预用于实验组，就 2 组护理效果展开比较。结果 健康知识掌握程

度、心理状态、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护理后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肩关节活动度分析，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乳腺癌术后护理中应用延续性护理干预，能够给予患者持续性护理指导，

促进肩关节活动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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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continuation care intervention in postoperative care for breast cancer 

Ying S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ostoperative nursing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October 2021 to December 2023, and the specific reference 
objects wer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and then divided into groups. The guiding principle was: 
random drawing method, and the specific groups wer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mber of postoper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76, and the number of samples in each group was 38. Among them,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fore nursing, bu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P < 0.05; In the analysis of shoulder mo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ostoperative nursing of breast cancer can give continuous nursing guidance to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houlder join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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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临床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发病率

较高，主要以 35 岁的女性群体为主。乳腺癌在发作之

后，乳腺癌中的癌症因子会加速恶化，影响了患者的生

命健康，并且具有转移风险[1]。针对符合手术适应证的

乳腺癌患者，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推崇采取手术治疗

方案，辅助术后开展的化疗以及相关的功能性训练，给

予患者更为全面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能够显著提高患

者的生存率和治愈率[2]。但是乳腺癌患者在接受了手术

治疗之后，复发率还是比较高，且在手术治疗后化疗过

程中会存在较多不良反应，影响了患者机体康复[3]。因

此有必要针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提供较为综合的护理服

务，在出院之后也能够接受到专业性的医疗服务，对于

乳腺癌术后患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常情况下，

对于乳腺癌术后患者比较常采取基础护理方案，常规

性的护理方案缺乏针对性和全面性降低了护理效果，

需要探究为乳腺癌术后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的效果，

是属于新型的护理方案，是将护理服务从医院临床延

伸到社区或者家庭，为患者提供持续且专业性的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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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指导，保障了临床术后患者的康复有效性[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0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手术治疗的

76 例乳腺癌患者，随机抽签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常

规护理干预）和实验组（术后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延

续性护理干预）。实验组：年龄 40-75 岁，均值（56.25
±10.24）岁，乳腺癌病程期间 1-12 个月，平均（5.63
±2.36）个月，TNM 分期：I 期 4 例、Ⅱ期 26 例、Ⅲ

期 8 例；对照组：年龄 40-77 岁，均值（56.01±10.38）
岁，乳腺癌病程期间 1-13 个月，平均（5.85±2.29）个

月，TNM 分期：I 期 5 例、Ⅱ期 24 例、Ⅲ期 9 例。两

组研究样本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进行全面抗癌健康教

育，提高患者的抗病能力，还需要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饮食状态进行干预。实验组：术后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联合延续性护理干预。 
（1）首先在科室内要成立延续性护理小组，组长

是由经验丰富的护士长科主任组成，出院之前为乳腺

癌术后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建立健康档案，并且

创立微信公众平台，让患者加入其中[5]，建立微信群聊。 
（2）在患者出院之前详细讲解乳腺癌的经典病

例，并且耐心解答切口相关的护理注意事项，在出院之

后用药的指导内容以及出院之后开展的功能性锻炼，

遇到问题及时向护理小组成员反映进行针对性解答。 
（3）每一周都由护理人员在微信群中发放相关的

健康知识，便于患者在居家治疗期间能够了解疾病进

展。每天晚上有指定的护理人员群内进行知识解答，依

据相关规定提醒患者到医院内进行复诊。可以在微信

群内建立相关活动，促进患者对于乳腺癌疾病相关知

识的认知，定期开展乳腺癌相关知识有奖问答活动，能

够在此过程中活跃气氛，补充患者的认知[6]。 
（4）在患者出院之后要定期告知患者相关的疾病

知识和注意事项，提高对于护理知识的认知程度，进而

优化护理措施的依从性，确保出院之后实施延续性护

理服务能够较高质量执行。在患者出院之后开展健康

教育，要让患者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状况，积极配合

护理方案，在心理方面要注意定期观察患者的心理变

化，要求联合患者家属共同关注患者的内心变化，协助

开展心理疏导，给予患者更为优质的家庭支持，提高心

理适应能力，积极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7]。开

展的饮食生活指导由患者家属参与，共同引导患者养

成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尽量多食用新鲜的水果蔬菜，

在日常饮食过程中注意把控热量摄取量，每周一次电

话随访，每个月上门开展一次随访调查，引导患者进行

自我护理，开展正确的功能性锻炼[8]，维持积极的心态。

增强术后康复效果。 
1.3 观察指标 
（1）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参照自行设计量表评

估，健康知识指标包括：发病原因（0-30 分）、日常保

健（0-30 分）、疾病预防（0-40 分），总分 100 分，

评分越高越好。 
（2）心理状态，应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评

估，包括：精神影响、控制、接受变化、忍受消极情感

及能力，25 个项目，5 点评定法，评分越高越好。 
（3）生活质量，应用乳腺癌生活质量测量表作为

判定依据，包括 4 个方面：躯体因子、心理因子、社会

因子和信仰因子，各指标因子评分范围均为 0-100 分，

评分越高越好。 
（4）肩关节活动度，包括测量肩关节外展、前屈、

后伸、内收，活动度越大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1.0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 x ±s），t 检验，

计数资料（n，%），卡方检验，用 P＜0.05 表示有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评分，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

护理后实验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2.2 心理状态 
心理状态分析，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护理后实

验组心理状态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2.3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护理后，

实验组 4 个方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2.4 肩关节活动度 
肩关节活动度分析，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乳腺癌疾病患者群体在我国占比较高，目前为患

者开展手术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一般患者由于疾

病以及手术治疗方案，旧病复发可能性影响会出现相

关的不良状态[9]。而且现阶段为乳腺癌术后患者提供医

疗服务，不只是促进伤口愈合，更多的是帮助患者恢复

社会角色，能够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人际交流和生活

方式，通过延续性护理干预服务来降低疾病以及治疗

方案对于患者产生的干扰。 



孙颖                                                              延续性护理干预在乳腺癌术后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 13 - 

表 1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x ±s，分） 

组别 例数 
发病原因 日常保健 疾病预防 总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8 16.36±2.05 26.25±1.24 20.01±2.36 27.52±1.36 29.01±3.25 37.12±1.56 66.02±5.02 90.25±3.59 

对照组 38 16.48±2.11 22.02±1.65 20.16±2.46 25.02±1.45 29.53±3.14 32.25±3.65 66.25±5.14 80.52±4.55 

t -- 0.251 12.633 0.271 7.752 0.709 7.563 0.197 10.348 

P -- 0.802 0.000 0.787 0.000 0.480 0.000 0.844 0.000 

表 2  心理状态（ x ±s，分） 

组别 例数 
精神影响 控制 接受变化 忍受消极情感 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8 17.87±5.78 22.11±2.24 14.65±6.78 20.22±3.72 11.91±5.24 19.68±3.45 12.15±6.41 20.12±3.15 15.48±4.25 21.26±3.93 

对照组 38 17.78±5.75 19.85±4.52 14.42±6.85 17.92±4.19 11.88±5.15 17.62±4.25 12.52±6.62 16.74±4.65 15.84±4.58 18.52±3.47 

t -- 0.068 2.761 0.147 2.530 0.025 2.319 0.247 3.709 0.355 3.221 

P -- 0.945 0.007 0.883 0.013 0.980 0.023 0.805 0.000 0.723 0.001 

表 3  生活质量（͞X±S，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因子 心理因子 社会因子 信仰因子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8 75.66±6.32 91.45±3.85 78.52±5.23 89.52±4.16 70.21±5.16 88.59±4.51 73.65±5.65 90.56±3.16 

对照组 38 75.19±6.24 80.95±4.85 78.96±5.47 82.36±5.01 70.58±5.35 79.85±5.01 74.05±5.85 83.59±4.57 

t -- 0.326 10.452 0.358 6.777 0.306 7.992 0.303 7.733 

P -- 0.745 0.000 0.721 0.000 0.759 0.000 0.762 0.000 

表 4  肩关节活动度 （͞X±S，度） 

组别 例数 外展 前屈 后伸 内收 

实验组 38 87.02±5.24 103.52±9.32 34.25±3.69 28.56±2.36 

对照组 38 69.89±10.36 75.69±9.45 27.52±6.02 20.56±2.01 

t -- 9.095 12.925 5.875 15.90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在乳腺癌术后护理阶段为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干

预，使能够显著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是在临床护理

工作中有效应用能够在不同护理场所提供前后延续的

护理服务，对于临床医疗领域延续性护理是将护理服

务的延续开展，由医院科室内的服务转移至社区、家庭
[10]。针对性探究为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与常规护理手

段相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患者预后效果改善，

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联合患者家属积极应对患者的

病情状况，让患者感知到来自家庭的关爱[11]。就本次研

究结果表明在为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之后，能够有效

提高患者的健康知识认知程度，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效优化患者的状态提供

有效的医疗服务，促进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12]。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评分，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

护理后实验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心理状态分析，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护理后实验组

心理状态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没有显著差异，护理后，实验组 4 个方面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肩关节活动度分析，实验

组优于对照组，P＜0.05。综上所述，在乳腺癌术后护

理中应用延续性护理干预，完善护理服务，优化对于健

康知识掌握程度，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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