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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

心理状态的影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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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患者服务中心，北京，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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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选择本院接受化疗并符合人

选标准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8例，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

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予以加强心理护理措施的综合护理f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结果2组患者护理

干预前SCL-90评分、SAS评分以及SDS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干预后较对照组干预后SCL，90各项目评分

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SAS评分以及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评分(P<0．05)。结论有效的

综合护理干预能够缓解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改善患者的不良心境，有助于患者积极的配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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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

chological state of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Methods A to·

tal of 1 08 patient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received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rengthened comprehen—

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The mental stat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L-90

score，SAS score and SD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The

score of SCL-9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score of SAS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Effectiv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mood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KEY WORDS：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sychological state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根据生物学特 性。1。J，肺癌分为非小细胞肺癌肺癌和小细胞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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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肺癌占据肺癌的绝大多数

病例Hj。因肺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大部分患者

就诊时已经属于晚期，给手术治疗带来极大的困

难∞J。本研究通过采用综合护理干预，观察对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取得了较

好的护理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选择2015年2月—2016年8月在本院接受

化疗并符合入选标准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8

例，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54例，年龄42～76岁，平均年龄

(56．25±10．46)岁，其中男35例，女19例；TNM

分期：Ⅲa期14例，Ⅲb期12例，Ⅳ期28例；文

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8例，高中及大专30例，本

科及以上6例；吸烟32例，不吸烟22例。观察

组54例，年龄41～78岁，平均年龄(56．86±

11．24)岁，其中男38例，女16例；TNM分期：Ⅲ

a期11例，Ⅲb期13例，Ⅳ期30例；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15例，高中及大专31例，本科及以上

8例。吸烟：吸烟35例，不吸烟19例。2组患者

的平均年龄、性别、TNM分期、文化程度以及吸烟

情况等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资料

具有可比性。

2组患者在人院后进行常规的护理措施，接

受入院常规健康教育，包括介绍科室的规章制度、

检查的目的、将要接受的化疗方案以及化疗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不适或不良反应，化疗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以及饮食情况等；要求患者戒烟、戒酒，如

合并有呼吸系统感染患者则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

疗。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予以行加强

心理护理措施的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如下：①患

者人院后，由相关的医护人员或者责任护士予以

患者及家属的沟通，尤其是初次化疗不清楚病情

以及相关情况的患者及家属，需要耐心详细的介

绍，并对患者以真诚的理解态度予以关心，增强患

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以及决心，使其主动的配合医

护人员进行治疗，增加其依从性，尤其是对患者有

心理恐惧、焦虑等患者，要积极的加强心理安抚，

必要时请精神心理科医师予以专业的辅导。②

对患者行为进行干预如患者入院后，针对患者的

具体情况，予以一对一的向患者介绍放松心境的

方式，并予以指导，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予以针对

性的一1、5'理治疗，通过个别谈心的方式，耐性细致的

倾听，让患者宣泄其心理的痛苦以及各种负性情

绪，并予以针对性的鼓励、安慰，用暗示的方式提

高其治疗信心。③家庭以及社会的支持干预根

据患者的喜爱、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制定详

细的生活计划，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淡化患者自身

患病的事实，让其尽可能以一种正常人的状态生

活，帮助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在心理干预前以及心理护理干预后3个月，

通过临床神经卫生症状自评量表-90(SCL-90)对

2组患者进行心理状态的调查。通过采用Wil—

liam W．K．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SAS)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来衡量两组患者的抑郁以及焦

虑状态等心理状态。

2 结果

2．1 2组患者干预前后SCL一90评分比较

经过分析，2组患者在干预前SCL．90评分中

各项目间无显著差异(P>0．05)，但2组患者经

过不同的护理后，观察组的SCL．90评分中各项目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2组患者干预前后SCL-90评分比较(i±S)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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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组患者干预前后SAS与SDS评分比较

经过统计，发现2组患者在干预前SAS评分

以及SDS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不

同的干预方式后，观察组的SAS评分以及SDS评

分低于对照组的干预后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表2 2组患者干预前后SAS与SDS评分比较(；±s) 分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讨论

研究∞q1表明，放松的心境能缓解化疗患者

的紧张、焦虑情绪，减轻呼吸困难等呼吸系统的症

状，而认知的改善能够减轻患者的焦虑以及抑郁

情绪。9一引。本研究通过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

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着重较强心理护理的综合护理

干预措施，通过在常规治疗护理的基础上予以沟

通、疏通、解释、鼓励等方式，通过营造环境以及氛

围，让患者在充分认知病情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详

细的生活习惯表再配合心境训练，一对一的心理

辅导，给患者予以宣泄不良情绪的环境，帮助患者

认识自己与正常人无益的躯体状态，从而有助于

患者的心理状态恢复。13。”J。通过综合护理干预，

发现观察组临床神经卫生症状自评量表-90在心

理干预后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心理障碍程度

降低，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等负性心理情

绪明显减少¨”17 o。通过焦虑自评量(SAS)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对2组患者予以焦虑以及抑郁

评分，发现观察组干预后的焦虑以及抑郁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表明加强心理护理措施的综合护

理干预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从而通过

神经．内分泌．免疫轴提高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

提高患者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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