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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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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应用叙事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3年 1 月~2023年 7月某院收

治的肺癌免疫治疗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0例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 20例采用叙事护理，比较两组患者

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幸福感、乐观度及生活满意度等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叙事

护理在肺癌免疫治疗患者护理中，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患者的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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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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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immunotherapy. Method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uly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sisted of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narrative c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scores in terms of

happiness, optimism,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arrative nursing in the care of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enhance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s a high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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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或称原发性支气管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是起源于支气管黏膜或腺体的最常见的肺部原发性恶

性肿瘤[1]。其具体病因尚不明确。免疫治疗是治疗肺癌

的一种新型治疗方式，是通过药物来刺激和激活患者

免疫系统，增强其免疫功能已达到治疗目的[2]。因大多

患者对肺癌及免疫治疗等一些相关知识不了解，而产

生对疾病的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对其预后产生极

大的影响。相关研究指出[3]，叙事护理是心理护理的一

种延申，通过引导患者主诉，并耐心倾听、探讨，为

患者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

其心理状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对提高其

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4]。故此，选取本院收治的 40
例肺癌免疫治疗患者作为参考样本，分析叙事护理对

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的影响，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3年 1月~2023年 7月我院收治的肺癌免

疫治疗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0例，男 10例，

女 10例，年龄 52~86岁，平均（68.37±4.43）岁；观

察组 20例，男 11例，女 9 例，年龄 53~85岁，平均

（ 68.43±4.21）岁。两组的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

（P>0.05）。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护理人员积极与其沟通交

流并进行健康教育，常规肿瘤专科护理等措施。观察

组采用叙事护理，内容如下：1）建立专业护理小组。

组内成员由护士长及护士等组成。统筹及协调各项护

理工作等均由护士长负责。2）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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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积极热情与其沟通，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引

导患者主动倾诉心声，如患病后的心理压力、对治疗

措施的意见等。3）解答及讨论。护理人员应耐心对患

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同时对其讲解有关肺癌相关

的健康知识及免疫治疗的重要性，引导正确认识疾病，

了解治疗相关的措施。答疑结束后，护理人员可与患

者当前困难、心理压力等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原因。4）
倾听叙事。引导与鼓励患者主动倾诉，2次/w，30min/

次。患者叙事过程中，应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与关心，

做好隐私保护工作，同时，需时刻关注患者情绪变化，

并及时进行引导，如眼神交流、肢体接触等方式，分

散其注意力。交流过程中，不可随意打断、干扰患者。

叙事结束后，对患者叙述内容进行记录、整理并进行

评估。对患者心理、情绪等情况进行深入解析，并制

定针对性护理策略。5）二次舒适沟通。有针对性的对

首次叙述内容进行分析、探讨，并对患者的疑虑与问

题进行答疑。还可将类似的人生经历对患者讲述，激

起与患者的共识，树立其自信心。6）会议探讨。定期

组织小组会议，将总结问题进行探讨，完善护理措施，

调整护理方案。7）随访护理。通过电话随访、微信随

访等方式对其进行定期随访，并对患者心理状态、病

情等情况等进行了解。

1.3观察指标

幸福感：采用幸福感量表[5]（GWB）进行评定。

生活满意度：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6]（LSR）进行评定。

乐观度：采用乐观度测试进行评定。以上三个测评表

均为某院内部 PIS心理测评系统内的测评表。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5.0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χ±s）
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幸福感

护理后观察组幸福感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乐观度

护理后观察组乐观度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2.3生活满意度

观察组生活满意度等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3 讨论

临床中肺癌具有极高的发病率、病死率。随着我

国医疗水平的迅速发展与进步，临床中治疗恶性肿瘤

的方式也发生较大改变，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型治疗

肿瘤手段，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因大多数患者

对肺癌及治疗等相关知识匮乏，使治疗依从性与积极

性降低，对患者预后产生严重影响[7]。因此，在治疗该

疾病的同时给予科学有效的心理干预十分必要[8]。叙事

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性化、针对性的护理方式，对

患者心理状态进行充分了解并进行针对性心理干预，

利于患者病情康复于预后[9]。

本文结果中，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幸福感、乐观度

及生活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由此说明，叙事护理的

实施，可显著增强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的乐观态度，提

升其对生活的希望。叙事护理以患者为中心，以实际

病情与问题为基础，对患者心理问题进行了解、分析

及探讨，引导患者对心理压力进行发泄，同时还对其

讲解有关疾病及治疗措施等健康知识宣教，提高其认

知水平，使充分了解该疾病及免疫治疗的优势，树立

治疗疾病的自信心。在叙事护理期间，护理人员耐心、

积极与引导交流，倾听心声并与其产生共鸣，对疑虑

与问题及时进行解决，并对其问题的利弊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采用叙事护理，能够

增强患者乐观态度，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提升其幸福

感，且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幸福感情况对比（χ±s）

组别 例数
生活满足与兴趣 健康关心情况 精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0 4.95±1.24 7.96±0.98 5.27±0.78 7.24±1.85 13.36±2.45 17.25±2.58

对照组 20 4.96±1.16 9.95±0.32 5.16±0.78 10.36±1.24 13.16±2.35 20.24±2.57

t 0.487 10.835 0.528 13.295 0.265 5.593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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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幸福感情况对比（χ±s）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情感和行为控制 松弛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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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1.98 15.14±1.33 6.25±1.43 9.27±1.76 12.48±1.49 18.27±1.37 51.33±8.18 78.46±6.39

11.05±1.78 17.14±1.94 6.44±1.23 12.45±1.82 12.88±1.29 18.28±1.38 51.23±8.15 90.17±3.49

0.248 8.449 0.176 8.876 1.145 7.185 0.063 11.24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乐观态度情况对比（χ±s）

组别 例数
健康动力 感知益处 自我效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20 1.68±0.34 2.66±0.49 1.74±0.36 2.48±0.53 1.75±0.28 2.78±0.56

观察组 20 1.74±0.29 3.76±0.59 1.77±0.38 3.67±0.64 1.77±0.29 3.93±0.57

t 0.843 6.234 0.364 5.854 0.523 5.71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生活满意度情况对比（χ±s）

组别 例数
热情与冷漠 决心与不屈服 愿望与已实行目标的统一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20 57.14±4.15 63.19±4.47 50.73±3.36 59.78±3.33 59.28±4.48 62.49±4.62

观察组 20 57.07±4.18 80.76±4.59 50.64±3.33 70.79±3.29 59.36±4.36 70.66±4.62

t 0.547 6.636 0.584 5.673 0.756 6.63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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