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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支持教育系统对乳腺癌患者术后自我管理效能感的影响"

袁
!

媛#

!雷
!

娥!

#

!孙
!

军&

"

#)

湖北省十堰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
!

%%!"""

'

!)

湖北省十堰市妇幼保健院手术室
!

%%!"""

'

&)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武汉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支持教育系统对乳腺癌患者乳房切除术后自我管理效能感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接受乳房切除术治疗

的乳腺癌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支持教育系统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自我管理效

能感水平$结果
!

观察组经干预后的自我减压&自我决策及正性态度等自我管理效能感水平评分!以及认知&运动和功能综合评

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

$

")"$

#$结论
!

支持教育系统应用于乳腺癌患者的术后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效能感和生活

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支持教育系统'

!

乳腺癌'

!

自我管理效能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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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乳房切除术

是治疗乳腺癌的常用方法之一(

#

)

*患者术后生活方式'日常行

为均对患者的康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采取相关的措施提高患

者自我管理效能感十分必要*本研究探讨了支持教育系统对

乳腺癌患者术后自我管理效能感的影响*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

实施乳房切除术并进行常规护理的乳腺癌患者
&%

例纳入对照

组#同期于本院实施乳房切除术并以支持教育系统进行护理的

&%

例乳腺癌患者纳入观察组*两组患者年龄'体质量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定期观察生命体征'用药

护理'饮食指导等*

$)/)/

!

观察组
!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患者实施支持教育系

统护理#具体步骤如下*$

#

%评估患者化疗期间的自我管理缺

陷与实际需求#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实施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

%以支持教育系统理论作为护理工作的

依据#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告知患者治疗期间可能

出现的不良反应#并指导患者以科学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嘱

咐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保持积极

的生活态度(

!

)

*$

&

%为防止患者在化疗期间出现恶心'呕吐等

胃肠反应#指导患者于化疗前禁水禁食#日常饮食以清淡饮食

为主#避免食用刺激性食物#尽可能补充蛋白质与维生素#以提

高机体抵抗力*$

%

%指导患者以科学的方式自我缓解压力#如

采用放松疗法促使身心处于放松状态等#同时告知患者进行适

当的自我情绪调节#使患者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与护

理(

&

)

*$

$

%为使患者能够对自身情况有更为具体的了解#指导

患者以科学的方式进行自我监测#记录呕吐频率'体温'用药反

应等情况#从而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

!

观察指标
!

采用本院自制量表评价并比较患者经护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计委科研基金项目$

GV&T,$

%*

#

!

通讯作者#

Y.D2;4

!

47;7+',&

%

#'&)@1D

*



后的自我减压'自我决策及正性态度等自我管理效能感水平#

评分越高表示自我管理效能感越优*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基线资料对比
!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O_<

$

组别
'

年龄$岁% 体质量$

]

A

% 入院时间$

:

%

观察组
&% $#)!&_')&% $%)+,_$)!' &")!$_$)',

对照组
&% $#)&$_')#, $%)&+_$)&+ &")'#_$)%+

2 e ")"& ")#& ")##

! e

%

")"$

%

")"$

%

")"$

!!

注!

e

表示无数据*

/)/

!

护理后自我管理效能感评分比较
!

以不同方法实施护理

后#观察组患者自我减压'自我决策及正性态度等自我管理效

能感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后自我管理效能感评分比较#分'

O_<

$

组别
'

自我减压 自我决策 正性态度

观察组
&% &()'%_$)#! ()!+_!)$$ $,)"'_+)&&

对照组
&% #,)+#_%)&' %)&+_#),% !$)+'_%)%(

2 e '),% &)!% +)$"

! e

$

")"$

$

")"$

$

")"$

!!

注!

e

表示无数据*

/)'

!

护理后认知'运动及功能综合评分比较
!

观察组干预后

认知'运动和功能综合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后认知%运动及功能综合评分

!!!!

比较#分'

O_<

$

组别
'

认知 运动 功能综合评分

对照组
&% #")"#_!)"# #!)$!_#)!& !')#!_&)!$

观察组
&% #,)!&_#)!# !,)$+_#)#, %&)$%_!),&

2 e !#)$(, $,)"%' !%)(#,

! e ")""" ")""" ")"""

!!

注!

e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恶性疾病#乳房切除术是治疗乳腺癌的

重要方法#但患者在术后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同时易因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引发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

)

*加强对患者

自我应对能力的引导#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

改善精神状态*自我管理效能感是直接影响乳腺癌患者术后

的生活质量的因素之一(

$

)

*基于乳腺癌的特殊性#患者需承受

较大的心理压力#若患者自我调节能力与自我减压能力下降#

易对健康恢复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见#在乳腺癌患者的护理

中采用针对性的干预手段#对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可产生重要

影响(

'

)

*

支持教育系统是以提高患者的疾病认知水平为宗旨的干

预体系#从生理'心理等多个角度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与

教育#在提高患者的疾病认知度与依从性的同时#也可提升自

我管理能力(

+

)

*支持教育系统护理的目标是满足患者的治疗

性自理需要#包含三种护理系统#即完全补偿系统'部分补偿系

统'辅助
.

教育系统(

,

)

*对于乳腺癌术后患者而言#提高其生活

质量#恢复独立生活'工作和学习能力#有利于实现患者的全面

康复(

(

)

*相关研究表明#对乳腺癌患者实施支持教育系统护理

有助于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

)

*本研究亦证实#

接受支持教育系统护理的乳腺癌患者术后自我管理效能感水

平评分明显优于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

!

$

")"$

%*

综上所述#支持教育系统在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护理工作中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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