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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性护理干预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崔 婷

东部战区总医院介入治疗科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分析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手术患者中实行鼓励性护理干预的具体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 2021年
9月—2022年 9月在我院进行介入手术治疗的 73例肝癌患者，其中 35例实行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为对照组，另

外 38例实行鼓励性护理干预的患者为观察组，对两组患者不良情绪评分进行比较，并对生活质量及临床依从度

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不良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临床生活质量评分及依从度均较高，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原发性肝癌介入手术患者中实行鼓励性护理干预效果较佳，有效改善患者

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及临床依从度，具有较高的应用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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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ncourag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surgery

Ting Cui

Interventional Therapy Department of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General Hospital,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effects of encouraging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surgery for primary liver cancer. Method 73 liver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nterventional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were used. Among them, 35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38 patients who received encourag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us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linical compliance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lower scores
of adverse emotion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igher clinical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complianc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Encourag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better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surger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quality of life, and clinical compliance. It has hig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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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primary carcinoma of the liver），简称

肝癌，其中 90%以上均为肝细胞癌，由于肝癌起病较

为隐匿，通常无任何病症和体征，导致多数患者临床

诊断时病情呈现一定程度的恶化，病症表现为疼痛、

乏力、食欲缺乏、消瘦等，大部分患者出现症状时已

经错过最佳手术治疗时机，无法实现有效治愈，治疗

较为棘手[1]。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介入术的不断进步，

已成为原发性肝癌治疗的主要方式，通过微创局部化

疗的方式杀死癌细胞组织，从而达到延长患者寿命的

目的，而由于介入术治疗后其复发风险无法避免，给

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若随着病情发展需要实

行较长期的治疗，部分患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丧失

治疗信心，出现严重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心态，对生活

质量和治疗进展造成一定影响[2-3]。因此临床护理干预

在此尤为重要，必须采取有效护理干预方式，来改善

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利于疾病治疗，本文通过

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手术患者中实行鼓励性护理干预分

析其具体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 2021年 9月—2022年 9月在我院进行介入手

术治疗的 73 例肝癌患者，其中 35例实行常规护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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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患者为对照组，另外 38例实行鼓励性护理干预的

患者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女 17例，男 18 例，年龄

33～74（58.65±5.96）岁，肿瘤直径 1～7（3.95±0.99）
cm，分期：27例Ⅰ～Ⅱ期，8例Ⅲ～Ⅳ期；观察组女 18
例，男 20例，年龄 32～73（59.11±5.74）岁，肿瘤直

径 1～8（4.05±0.74）cm，分期：29例Ⅰ～Ⅱ期，9例Ⅲ～

Ⅳ期，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均自愿参与，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

究完全知情并批准。

1.2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干预，及时检测患者病情状

态，实行介入术前应当明确患者临床资料是否完善，

并观察患者心理状态、机体状态，将相关性状况明确

告知治疗医师，确保治疗实施顺利，并在术后及时做

好预防穿刺点感染措施，及时进行相关性指标检测，

发生不良情况立即告知医师。若出现发热、疼痛、胃

肠道反应等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发热患者实行物理降

温，若存在感染风险及时告知医师并记录详情，疼痛

情况遵医嘱用药干预或采取体位干预来缓解疼痛，胃

肠道反应可通过局部热敷、按摩或针对性用药改善，

同时针对其他不良反应需要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保障

患者生命健康。

观察组实行鼓励性护理干预，鼓励性护理干预需

实行与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以保障患者生命安全为

主，增加鼓励性干预，目的在于提高患者自身治疗信

心，减少不良情绪，改善负面心态。（1）心理鼓励干

预 及时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明确患者心理状态，是

否存在不良情绪，并针对性地实施心理疏导，对于患

者存在的误解、疑惑及时纠正和解答，改善疾病认知，

并通过相关知识的讲解，来强化患者认知，让患者得

到心理支撑感。并让家属参与干预，多给予患者关心、

帮助和鼓励，使其得到极大的心理支持，家庭温暖也

能使患者得到极大的心理支持。（2）治疗指标鼓励干

预 在治疗、康复过程通过制定任务指标的方式，结合

临床病情状况进行鼓励式干预，让患者明确通过配合

治疗和护理，机体正常处于恢复状态，从而提高患者

治疗、康复信心。（3）环境干预 通过保障患者所在室

内干净整洁、安静宜休养，让患者拥有良好的修养状

态，不受到外界噪音干扰，减少其负面情绪。（4）病

友相互鼓励护理 通过为患者讲解康复较好的患者，让

患者明确疾病治疗预后效果良好，保障其治疗信心，

并定期进行病友交流会，选择其中恢复较好、心态良

好的患者进行发表自我感受，以及引导患者互相鼓励

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治疗信心，还能满足患者内心需

求。（5）社会鼓励 让院外朋友、亲属在实行电话、视

频联系时多予以关心和鼓励，多输送正向积极信息，

有效改善患者不良情绪。

1.3观察指标

参照 SDS、SAS 自评量表对患者的临床不良情绪

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表示不良情绪越强烈，分数越低

表示不良情绪越弱；参照生活质量评估量表，对患者

实行评分，评分标准 0～100，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

越好；对患者临床依从行为进行评估，通过按时治疗、

定期复查、健康行为 3项进行评估患者临床依从度。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不良情绪评估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情绪评分较低，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2.2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两组临床依从性比较

按时治疗：观察组 37（97.37%）VS 对照组 27
（77.14%），χ2=6.895，P=0.009（P＜0.05）；定期复

查：观察组 36（94.74%）VS对照组 27（77.14%），

χ2=4.771，P=0.029（P＜0.05）；健康行为：观察组 36
（94.74%）VS对照组 25（71.43%），χ2=7.206，P=0.007
（P＜0.05）；

3 讨论

肝癌作为发生于肝脏部位的恶性肿瘤，死亡率仅

次于胃癌、食道癌，占据第三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

示，全球新发肝癌 91 万，死亡 83万，其中，我国新

发 41万，死亡 39万。明确表示肝癌的临床威胁风险

大，而介入手术作为常用治疗方式，在挽救生命和延

长寿命上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4-5]。而针对患者自身了

解到肝癌后呈现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同时术后并

发症、危险因素较多，也导致不良情况和负面心态加

重，严重影响后续疾病的治疗，因此临床护理干预在

此极为重要[6]。

常规护理在临床中护理效果良好，能够达到有效

预防并发症，减少相关性危险因素的效果，但针对该

类患者的心理因素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也使整体护理

效果呈现一般。有相关研究者表示鼓励性护理干预在

肝癌介入术患者的护理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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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改善患者不良情绪，为预期创建心理支撑，同

时在提高生活质量上也具有一定效果[7]。鼓励性护理干

预主要通过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方式的鼓励

干预，通过语言、动作等方式来实行鼓励性质的干预，

可通过护理人员心理引导、环境干预、家属关心、亲

友支持及病友鼓励等方式实行综合性的护理干预，增

加患者治疗信心，提高治疗依从度[8-9]。在本次研究中

通过应用鼓励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与常规护理的对照

组相比较，结果表示观察组在各项指标评估中均优于

对照组，明确鼓励性护理干预在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手术患者中实行鼓

励性护理干预应用效果明确，有效改善患者不良情绪，

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临床依从性，利于疾病的治疗。

表 1 两组不良情绪对比（χ±s）

组别 例数
SDS评分 SA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8 60.74±9.63 32.17±5.19 61.82±10.67 30.69±5.83

对照组 35 59.87±9.54 41.69±6.78 60.17±10.57 47.69±7.58

t - 0.574 4.576 0.843 5.967

P - 0.569 0.001 0.457 0.001

表 2 两组患者健康状况评分对比（χ±s）

各项健康指标\组别 观察组（n=38） 对照组（n=35） t值 P值

躯体功能 81.97±6.53 74.16±5.82 4.169 0.011

躯体疼痛 82.76±6.85 71.54±5.96 5.357 0.003

睡眠状况 81.74±6.96 73.56±6.32 4.643 0.007

心理状态 84.79±8.53 72.19±6.84 6.786 0.001

社会功能 83.79±7.19 73.69±7.38 5.163 0.004

情绪角色 82.96±7.54 71.96±5.74 9.834 0.001

活力 80.96±6.73 72.39±7.15 5.647 0.002

总体健康状况 84.19±7.86 74.37±7.86 6.36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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