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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延续护理对鼻咽癌化疗患者的影响 

李 珊   

梧州红十字会医院  广西梧州 

【摘要】目的：探讨院外延续护理对鼻咽癌化疗患者的影响。方法：鼻咽癌患者，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入住本科室的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临床资料完善。按照盲选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40）和

观察组（n=40）。两组均实施化疗干预，且具备出院标准。对照组患者出院后予以电话随访、定期来院检

查和治疗的干预措施；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院外延续护理干预。以随访的方式，对患者出

院后 3 个月的心理状况（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和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果：观察组患者在出院后的焦虑

评分和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

显著（P＜0.05）。结论：对鼻咽癌化疗患者实施院外延续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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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ut-of-hospital continuous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ncer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undergraduate department from September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ir clinical data were improv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40) and observation 
group (n=40) by blind selection method. Both groups received chemotherapy intervention and had discharge 
criteria.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followed up by telephone, regularly come to the hospital for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after discharg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outside the hospital.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anxiety score, depression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assesse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with follow-up.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nasopharyngeal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can improve their bad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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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tate of mind 

 
鼻咽癌作为临床相对典型的一种呼吸道恶性病

变，患者的鼻腔功能会存在明显的异常，比如出现

鼻塞、涕血等，鼻咽癌的治疗多以放化疗为主。化

疗作为治疗鼻咽癌的常用方法，既可以有效地抑制

肿瘤进展，还可以缩小肿瘤[1-2]。在化疗过程中，患

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且随着治疗时间延长和

化疗疗程的增多，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性会下降，

导致患者的负面情绪加重，生活质量下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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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鼻咽癌患者化疗期间，需要给予积极的优质护理

服务，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3-4]。院外延续护理干预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模式，能

够在鼻咽癌化疗患者出院后，有效的改善化疗迟发

的不良反应，且效果理想。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9月入住本科室的 80

例鼻咽癌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其临床资料完善。按

照盲选法将患者划分为对照组（n=40）和观察组

（n=40）。 
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17 例，

年龄在 20 岁到 73 岁，平均年龄（56.29±3.42）岁，

鼻咽癌分类：Ⅱ期 6 例、III 期 26 例、IV 期 8 例； 
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16 例，

年龄在 25 岁到 75 岁，平均年龄（56.76±3.56）岁，

鼻咽癌分类：Ⅱ期 7 例、III 期 25 例、IV 期 8 例。 
纳入研究的所有患者均经过影像学检查、病理

学检查等确诊为鼻咽癌；患者均符合化疗的标准；

患者无其他器质性缺损；患者无认知障碍，具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患者与家属知情，签署同意书。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具有可比性(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出院后 3 个月内，进行定期的电

话随访，以搜集患者出院后的近况，并且遵医嘱对

患者下次化疗的时间、复查血常规、肝功、生化的

时间进行确定。 
观察组患者在出院后，除执行对照组措施外，

实施院外延续护理，其内容为： 
（1）嘱患者按时服药，注意休息，按时回院即

可。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创建院外延续护理小组，

其中包含了主治医生、营养师、护士长与责任护士。

其中，主治医师需要在患者出院前进行全面的病情

评估，确定其符合出院要求；营养医师则需要负责

饮食指导，结合患者的喜好来进行饮食方案拟定；

护士长根据患者的状况，制定院外延续护理方案；

责任护士对护士长拟定的护理内容进行落实。 
（2）对患者的基本状况进行收集，了解其家庭

环境、日常作息规律、饮食与活动习惯等，来拟定

合适患者家庭背景的延续护理方案。在护理方案制

定后，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使之能够签署并

配合延续护理方案，保证得以落实。 

（3）在院外延续护理开展时，要以《焦虑自评

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来对其负面情绪进行评

估，同时以《QLQ-C30 量表》来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进行评估。在落实的过程中，要通过电话、微信、

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在患者出院后，做好定期的

健康宣教，让其能够明确疾病和治疗后的相关知识，

使患者对化疗后存在的或可能新发的不良反应有充

分的心理准备，并知道如何应对，从而能够积极配

合居家期间的调理；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其有无

不良心理状况及产生原因，并且通过高效率的沟通

交流，就其疑问进行一一解答，并通过多种途径来

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例如倾听轻音乐、参加文娱

活动等；加强对患者的日常护理干预，就饮食计划

进行确定或调理，并且结合患者的机体状况，制定

合理的休息与活动计划，让其达到劳逸结合的状态；

提高患者的自身管理能力和防护能力，一旦存在不

适，指导患者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1.3 评价指标 
应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评估患者的

不良情绪，其分数越高，患者的情绪反应越激烈，

越不利于恢复。 
应用 QLQ-C30 量表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

躯体功能、认知功能、角色功能、社会功能、情绪

功能几个内容，其每项最高分为 100，分值越高，

状况越好。研究仅选取了躯体功能、认知功能、社

会功能、情绪功能四项。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分析，以（ sx  ）

表示计量资料，经 t 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

经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情绪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在出院后的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低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1。 
2.2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相较于对照组更高，

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2。 
3 讨论 
鼻咽癌是近几年来，发病率较高的一种头颈部

恶性肿瘤，也属于呼吸系统病变[5]。其病灶多位于

鼻咽腔顶部或者侧壁。在发病早期，可无任何不适，

中晚时，患者可出现鼻塞、涕血、头痛、耳鸣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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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评分比较（±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观察组 40 50.32±4.57 51.20±5.46 

对照组 40 55.68±6.52 56.78±7.02 

表 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s，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40 85.42±6.72 87.21±8.62 80.48±6.72 89.21±6.12 

对照组 40 75.69±7.20 70.56±8.02 70.84±6.58 68.57±5.27 

 
种或多种临床症状，随着病程延长，患者症状会不

断加重，且发生频率加大，这会对患者的生理和心

理造成较大的痛苦[6]。在治疗时，主要通过化疗和

放疗对癌细胞进行抑制和消灭。化疗作为鼻咽癌主

要治疗方法之一，其治疗周期越长，患者的耐受性

越差，且依从性也会逐渐下降，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增加，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导致治疗效果受到限制。

在常规护理中，患者出院后除了定期电话随访，了

解患者的服药、休息及身心状态以外，没有制订具

体指导方案，而院外延续护理，能够以患者的生理

和心理状况为基础，在其出院后，将院内护理服务

延续到社区或者家庭，对患者出院后的身心状况进

行调节，对患者出现的各种延发性不良反应给予有

效的应对方法，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化疗

是一种周期长且不良反应较多的治疗措施，患者需

经过多次入院-出院的过程，不少患者化疗后，出院

自行调养期间，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得不到有效的指

导，其情绪容易崩溃，导致患者对下一次的化疗存

在恐惧或排斥心理[7]。院外延续护理能够正视患者

的情绪变化，创建专业的护理团队，拟定全面的护

理措施，并且通过多种途径来加以落实，让患者的

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以满足。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

沿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院外延续护理，结果显

示，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观察

者低于对照组，证明院外延续护理可对患者的心理

状况进行疏导，使患者保持积极的应对状态为下一 
次治疗做好心理准备。生活质量各项比较，观察组

均高于对照组，证明合理的院外延续护理措施，可 
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身心状态，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 
 
 
 

 
提高。 

综上所述，对鼻咽癌化疗患者，实施院外延续

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因本研究只在一个病区进行观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扩大观察范围，使调查结

果全面，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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