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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疗效及不良

反应的影响

陈海燕!张金玲!王
!

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乳腺科!湖北荆州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
!

通过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护理方法分为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护理

组"观察组#和常规护理组"对照组#!每组各
$$

例!观察两种护理方法对患者化疗效果的影响$结果
!

观察组
$$

例

患者中临床疗效判定为
*8!-

例&

\8-%

例&

\,!$

例&

Y,$

例!临床有效率
2%92.S

'对照组
$$

例患者中临床疗效

判定为
*8=

例&

\8-!

例&

\,!2

例&

Y,=

例!临床有效率
$.9$$S

!两组临床有效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对两组患者化疗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得出!观察组化疗前生活质量总评分为"

-$!9%!T.%9!=

#分!对照组

化疗前生活质量总评分为"

-.#9!.T.-9>.

#分'观察组化疗后生活质量总评分为"

-$.9!#T.!92%

#分!对照组化疗后

生活质量总评分为"

-%$9>%T.-9!$

#分!化疗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观察组出

现
=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9%2S

'对照组出现
--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S

!两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乳腺癌患者化疗过程中给予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可显著提高患者临床疗效!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临床中可广泛推广应用$

"关键词#

!

健康教育'

!

乳腺癌'

!

不良反应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

"

-"!$

#

--;%."!;"%

!!

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该病主要发

生于女性人群#患者患病初期表现为乳腺肿块,乳头溢液,乳头

乳晕异常等)

!

*

+目前治疗乳腺癌的方法主要有手术,放疗,化

疗,内分泌治疗等多种手段#其中化疗治疗相对较为普遍)

-

*

+

临床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常出现情绪波动#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和

恢复#临床疗效也不理想#导致患者化疗后生活质量和心理健

康均受到一定的影响)

%

*

+因此#在对乳腺癌患者治疗的同时应

给予一定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本研究针对护士主导的强

化健康教育对
$$

例乳腺癌患者临床化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本院诊治

的女性乳腺癌患者
!!"

例#年龄
-#

"

2$

岁+将所有患者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观察组年龄
-#

"

2%

岁,平均

$

.=9#2T29#2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92.T.9.2

%个

月(对照组年龄
-=

"

2$

岁,平均$

$"9#!T29>.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9$%T.9.#

%个月+全部患者经病理检查后确

诊为乳腺癌患者#首次接受正规化疗+排除非原发性乳腺癌患

者,合并严重心脏,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等+所有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9/

!

方法
!

在两组患者常规化疗的基础上给予康教育护理+

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护理#即化疗前后密切关注患者病

情#给予患者必要的饮食健康指导,用药指导#同时保证病房环

境卫生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护士主导

的强化健康教育指导#加强患者对乳腺癌的认识,发病原因,治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4<6N*DIJ

!

&AK6P46E-"!$

!

VAD9!-

!

&A9--



疗方法和用药注意事项等+每位患者均有一名指定的护士人

员对其进行针对性指导#教育方法采用授课方式#向患者和家

属发放0乳腺癌患者指导手册1#护士对手册中内容进行详细讲

解#进而强化患者对疾病认识#提高患者治疗信心#缓解患者紧

张,焦虑情绪#提高医患协作的高效性)

.

*

+健康教育中根据患

者临床表现,检查结果,年龄及文化水平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

育指导#指导护士同患者多沟通#解答患者疑问+患者健康教

育指导持续半年#患者出院后采用随访方式进行指导#保证健

康教育指导内容全部传达给患者+

$9'

!

观察指标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实体瘤疗效评定标

准将患者护理后疗效分为完全缓解$

*8

%,部分缓解$

\8

%,病

变进展$

\,

%,病变稳定 $

Y,

%+临床有效率
`

$

*8i\8

%"病例

总数
!̂""S

)

$

*

+采用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表$

0)YW*

%对患

者化疗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定#评定内容包括躯体功能,心理

状态,社会和信仰因子
.

部分#共
.2

项#每项按程度进行评分#

每个项目满分
!"

分#共
.2"

分+护理期间密切关注患者情绪

表现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及时做出相应处理+

$91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Y\YY!>9"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

量资料以
CT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临床疗效比较
!

观察组临床有效率为
2%92.S

#对照组

临床有效率为
$.9$$S

#两组临床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

'

S

()

组别
* *8 \8 \, Y,

观察组
$$ !-

$

-!9#!

%

-%

$

.!9#!

%

!$

$

->9->

%

$

$

=9!"

%

对照组
$$ =

$

!29%2

%

-!

$

%#9!#

%

!2

$

-=9!"

%

=

$

!29%2

%

/9/

!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

对两组化疗前后生活质量进行

评分#化疗前躯体功能,社会因子,信仰因子和总评分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9"$

%#化疗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和总分组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CTA

%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 !

躯体功能 化疗前
2$9%#T=9#% 2%9"-T=9!% !92!% "9!!-

化疗后
$=9"%T#9$! .#9!2T=9=! -9.!$ "9"!2

心理状态 化疗前
!!"9%!T%!9$#!"=9%$T%"9.- -9"!$ "9".$

化疗后
!!=9-$T%$9"! =.9#-T->9!# -9#!% "9""$

社会因子 化疗前
.#9.!T!$9=- .#92%T!29-% "9=#- "9-$2

化疗后
$!9-.T!29%. .=9!!T!29%= "9=$% "9-2>

信仰因子 化疗前
->9!$T!%9.! ->9!#T!!9#. "9>>= "9%#=

化疗后
->9$-T!!9=. -#9"%T!-9"- !9>!% "9"#$

合计 化疗前
-$!9%!T.%9!=-.#9!.T.-9>. !9#>- "9"2.

化疗后
-$.9!#T.!92%-%$9>%T.-9!$ -9>.# "9"">

/9'

!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

观察组出现
$

例患者出现

恶心呕吐现象#

%

例患者发生食道炎#

!

例患者出现骨髓抑制#

共
=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9%2S

(观察组出现
!"

例恶心呕

吐反应#

#

例食道炎和
.

例骨髓抑制#共
--

例#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9""S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

%+

'

!

讨
!!

论

!!

乳腺非人体生命重要器官#原位乳腺癌不致命#但当乳腺

癌细胞丧失细胞特性#细胞间连接功能丧失#癌细胞脱落到其

他部位#如血液或淋巴液中会导致癌细胞散播全身#最终危及

生命)

2

*

+乳腺癌多发于女性人群#极少数男性会患有乳腺癌#

近年来乳腺癌患者逐渐走向年轻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患上

乳腺癌#该病已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

>

*

+乳腺癌患者根

据患病程度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其中化疗为较为常见的一种

方法#其原理是通过抗癌药物达到破坏癌细胞和抑制其分裂的

效果)

#

*

+临床中发现多数乳腺癌患者治疗过程中情绪低落#随

着治疗过程不断深入#患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逐渐加大#导

致患者产生消极情绪#最终治疗临床效果不佳+为保证治疗过

程顺利进行,患者积极应对疾病治疗#治疗中给予患者一定的

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十分必要)

=;!"

*

+

本研究中给予观察组患者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在

$$

例临床患者中有
%$

例患者放疗后临床有效#有效率为

2%92.S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后
$$

例患者中临床有效
%"

例#

有效率为
$.9$$S

#两组临床有效率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9"$

%+表明健康教育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化疗的临床疗

效+患者化疗期间患者会出现多种不良反应#对患者身心损害

极大#随着治疗的进行#患者心理负担不断加大#部分患者会出

现焦虑,恐惧甚至抑郁的消极情绪#对患者康复极为不利#通过

专业护士人员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使得患者深入认识

疾病及治疗方法#加强患者积极治疗的信心#对患者放疗后恢

复有一定的影响)

!!

*

+研究中通过对患者化疗前后生活质量进

行评分得出#观察组化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

-$!9%!T

.%9!=

%,$

-$.9!#T.!92%

%分#对照组化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分别为$

-.#9!.T.-9>.

%,$

-%$9>%T.-9!$

%分#化疗后两组间

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由此可以看出

健康教育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乳腺癌患者在护士人员的指

导下#对治疗过程和方法有了深入了解#进而更加积极地配合

护理治疗+患者化疗期间由于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极易产生恐

惧,焦虑心理#有专业护士人员给予一定的专业指导和健康教

育可以克服患者的恐惧#对缓解患者情绪,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有一定的意义)

!-;!%

*

#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观察组患者化

疗前后生活质量均高于对照组#对照组化疗后生活质量低于化

疗前#而观察组化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同化疗前相比并未降低#

表明化疗期间护士对患者的健康教育指导地患者临床治疗效

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护士主导的强化护理中注重与患者

及家属的沟通#取得对方的理解及信任#建立良好的关系#增强

患者和其家属治疗的信心)

!.

*

+患者护理期间观察组出现
=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9%2S

(对照组出现
--

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9""S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9"$

%+患者

在护士指导下建立积极的心态#在较为轻松的状态下接受治疗

可缓解患者不良情绪的产生)

!$

*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良反应

的发生率#减少患者承受的痛苦#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对乳腺癌患者临床情

绪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可明显改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临床中可推广护士主导的强化健康教育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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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对抑郁症合并糖尿病

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分析

李金红!

!尹
!

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9

抑郁症治疗中心'

-9

门急诊!北京
!

!"""##

#

!!

"摘要#

!

目的
!

探究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对抑郁症合并糖尿病的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及意

义$方法
!

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收治的抑郁症合并糖尿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数字分组法随机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对照组实施一般性心理护理!观察

对比组在此基础上实施聚焦解决模式$观察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

观察组生理功能&躯体功能&心理

功能&社会功能及总体健康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9"$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Y,Y

&

Y(Y

评分较护理干预前均明显降低!且降低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9"$

#$观察组按时服药

比例为
#>9""S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9""S

$观察组无规律服药或漏服药"

$9""S

#&受经济制约停止服药

"

29""S

#&受不良反应影响停药"

$9""S

#比例均低于对照组"

!.9""S

&

!>9""S

&

!#9""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9"$

#$护理后观察组
7\'

&

-G\'

水平显著下降!且降低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_4(!H

水平较对照组

及护理干预前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9"$

#$结论
!

抑郁症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聚焦解决模式进行

护理!可明显提高患者依从性&生活质量!安全性高!值得推荐$

"关键词#

!

抑郁症'

!

糖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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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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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和糖尿病严重威胁人类身心健康)

!

*

+根据
X_/

统计#目前抑郁症在全球疾病中占总负担的
.9#S

#并呈上升

趋势#预计到
-"%"

年抑郁症发病率可能上升到全球疾病第一

位)

-

*

+而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该病具有病程长,病情反复

及需长期治疗等特点#也是
-!

世纪人类面临的重要健康问题+

抑郁症和糖尿病两者常相伴而行#互相影响#增加了疾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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