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0 年第 2 卷第 5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ijnr.oajrc.org 

 - 570 - 
*
通讯作者：曹阳 

共情护理在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术后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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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术后采取共情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

研究对象共 36 例，均选自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选取时间为 2019 年 1 月～2020 年

4 月，根据临床护理方案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按照以往的护理路径，采用常规护理方案，对两

组患者的饮食、体位各方面分别给予相应的护理服务。与对照组护理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观察组另外增加

使用共情护理干预措施。结果 从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SAS 评分、SDS 评分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各项指标的比较上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效果更好，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共
情护理的实施，遵循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原则，从患者的角度出发，给予患者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

护理服务，可有效改善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的不良情绪和心理状态，生活质量提高，有利于临床治

疗效果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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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mpathy nursing interventions after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oral and maxillofacial malignant tumo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36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oral and maxillofacial malignant tumors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The selection period was from January 2019 to April 2020, and they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clinical nursing programs. Expand the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nursing path,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program was adopted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nursing services to the diet and postur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s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itionally uses 
empathetic nursing interventions.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SAS score, SDS score 
and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pathetic nursing follows the "patient-centered" principle of nur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tient, giving the patient psyc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nursing servic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patients with oral and maxillofacial malignant tumor surgery Unhealthy moods and 
mental states, and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are conducive to better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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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对人体有着较大危害性的一类疾

病，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属于其中的一种类型，并

且发病率逐年升高。由于肿瘤发生部位特殊，在患

者化疗治疗期间，其面部外观、语言和吞咽功能可

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患者的心

理带来了创伤，继而表现出消极、悲观等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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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医疗事业快速发展，临床护理在医疗

工作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多新的护理方法

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对于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

患者来说，手术是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为帮助患

者术后身体能够尽快康复，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临床护理工作开展中，除了要按照规定，采取常

规护理措施外，还应融入共情护理干预，从患者的

角度出发，了解患者的护理需求，给予患者更多的

关怀与温暖，使其学会自我调整自身存在的不良情

绪，保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今后的生活，配合

医护人员的工作，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36 例，均选自我院收治的口腔

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根据临床护理方案的不同应

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观察组中共 8 位男

性患者、10 位女性患者，最小年龄为 53 岁，年龄

上的平均值为（63.75±3.85）岁，肿瘤部位发生在

上牙龈、舌底、颊部等处，存在小学、初中、高中

级以上学历。对照组患者中男女人数分别为 11 例、

7 例，年龄上的平均值为（63.85±3.75）岁，肿瘤

发生部位、患者的文化水平与上一组患者相同。在

临床诊断方式下，所有患者均已经确诊，患者的精

神、意识正常，本次研究的开展患者均已知情，从

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上来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用于对照组，患者手术完成后，护

理人员需严密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于患者的

体位、饮食、活动分别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向患者开展健康知识宣教，使其对各项护理工作的

开展有更多的了解，并积极配合[1]。 
在对观察组患者护理期间，常规护理内容同上，

另外增加使用共情护理干预。由科室内护士长、护

士、心理门诊专业咨询师共同组建专门的共情护理

小组，由专业医师前来进行培训，重点讲解共情护

理的内容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另外，自制调查表，

对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展开一系列的调查，对

患者的护理需求进行探讨，经过小组成员开会讨论

后，制定共情护理方案。 
在共情护理工作开展中，应注重每一个护理细

节。首先，手术治疗虽能够改善病情，但也会对患 

者语言功能的发挥造成影响。为避免患者因此出现

恐慌和焦躁情绪，在手术开展前，护理人员应及时

与患者沟通，使其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在室内环

境的护理上，应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定时打扫室内卫

生，保持环境干净、整洁。将室内温度、湿度进行

调节，为患者提供一个舒适的住房环境。其次，为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在患者语言功能正常的情况

下，由心理咨询师与患者进行一对一的交谈。通过

谈话，完成患者心理状态上的评估，给予患者家庭

支持、社会支持。另外，积极开展健康知识教育，

告知患者各项诊疗及护理工作开展的目的和意义
[2]。向其列举之前预后效果较好的案例，增强患者

对疾病治疗的信心。最后，在患者临床护理中融入

人文关怀理念，护理人员要学会换位思考，对于患

者身体上的病痛表示理解，用温暖、亲切的话语来

安抚患者受伤的心灵。对于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的

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叮嘱下，合理使用镇痛药物。

另外，告知患者家属多抽出时间陪伴患者，与其聊

些感兴趣的话题，转移患者的注意力。 
1.3 观察标准  
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焦虑自评量

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的应用下，分别

完成患者生活质量、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评估。其中，

生活质量各评分维度总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

视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自制满意度调查表，根

据患者满意分值所处区间的不同，对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进行评价。90-100 分为满意区间，70-90 分为一

般满意区间，70 分以下视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数据的整理依靠 SPSS20.0 统计学

软件来完成，（x±s）、%为计量、计数单位，在

t、x2 检验方式下，当组间差异符合 P<0.05 的要求时，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上来看，观

察组对应分值明显要高于另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2.2 在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上，观察组对

应分值明显要低于另一组。在护理满意度的比较上，

观察组对应分值明显要高于另一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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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角色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 

观察组 18 72.45±11.75 78.52±11.24 70.52±12.45 71.62±11.75 

对照组 18 53.78±10.48 57.95±9.85 55.72±11.75 58.70±10.73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后 SAS、SDS、护理满意度比较（x±s）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18 32.54±4.26 32.85±5.24 17（94.44） 

对照组 18 43.52±5.62 44.82±7.82 12（66.67） 

3 讨论 
放化疗、手术治疗是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

临床常见的治疗方法，受到疾病因素的影响，患者

的面部形态发生变化，并且术后还有可能对患者的

语言、吞咽功能的发挥带来阻碍，患者难免会出现

悲观、害怕等负面情绪，甚至对疾病治疗失去信心，

依从性变差，难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3]。 
伴随着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逐渐健全，临床护

理质量受到了医学界人士更多的关注。针对口腔颌

面部恶性肿瘤患者，治疗过程中，保持良好心态，

对于临床治疗效果的发挥有着较大作用[4]。为改善

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满足患者生理、心理各方面

的护理需求，在临床护理中，除了给予患者常规护

理服务外，共情护理干预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在

本次研究当中，向患者发放了调查表，通过对表中

患者所填写的内容，了解患者情感、心灵上的护理

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事实证

明，共情护理从行为、态度以及言谈上，给予患者

更多的尊重、理解与关怀，融入了更多的人文理念，

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温暖，为护患关系之

间的维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本次研究当中，无论是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SAS 评分、SDS 评分还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效果明显好于另一组，指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在对

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护理中，共情护理干

预的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与采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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