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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对血液病患者化疗心理状态的改善效果观察
苏幕拜·阿合达雅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三科，新疆乌鲁木齐市，830000;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舒适护理对血液病化疗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效果，通过对比分析，为临床护

理工作提供具体的实践指导和策略优化建议，从而提升整体治疗效果。方法：研究选取了本院自 2023 年 3 月

至 2024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 80 名接受化疗的血液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人。对照组遵循常规护理流程，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舒适护理的干预措施。研究团队对两组患者护理

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了量化评估，并收集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数据，以供后续对比分析。结果：经不同模式的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化疗期间的心理状态相较于对照组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结论：在血液病患者的化疗护理中，引入舒适护理模式能够

有效调节患者的治疗情绪，优化心理状态，并显著提升护理满意度。因此，加强对血液病患者化疗期间心理状

态的研究与干预，对于促进患者身心健康、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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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病情复杂，化疗作为其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虽具有显著疗效，但伴随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脱发

等，以及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常使患者产生紧张、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消极心理不仅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还可能削弱治疗依从性，进而影响治疗效果。

因此，探索有效的护理措施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显得

尤为重要。化疗虽疗效显著，但对患者的身心条件提出

了严格要求。许多血液病患者因对疾病及化疗过程缺乏

科学认知，常常陷入紧张、焦虑与抑郁的情绪困境，极

大地影响了治疗效果的发挥。临床医学的深入探索揭示

了舒适护理在改善这一状况中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

照分析，详细阐述了舒适护理如何有效缓解血液病患者

在化疗期间的心理压力，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

了有力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自 2023 年 3月至 2024 年 4月期间，

在本院接受化疗治疗的80例血液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在该患者群体中，性别比例均衡，男性患者 41例，女

性患者 39例，年龄范围涵盖青壮年及部分中老年群体，

平均年龄为44.2 岁，标准差为 3.4 岁。为深入探讨舒

适护理对化疗期间心理状态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随机分

配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40人。对照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疾病类型分布情况如下：年龄跨

度为19 至 59岁，平均年龄为 38岁；观察组患者在年

龄上略显年长（20-63岁，平均年龄为41岁），男性患

者数量稍多（23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结构、病程阶

段及教育背景等关键变量上均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

著差异（P＞0.05），从而确保了研究的严谨性和可比

性。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在充分了解研究内容的基础

上签署了研究参与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标准化常规护理模式。首先，强化

疾病知识教育，不仅面向患者，也向其家属普及化疗的

目的、关键注意事项、可能的不良反应及相应的处理策

略，以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家属的支持作用。其

次，实施严密的体征监测，定期检测并记录患者的各项

身体指标，确保病情变化的及时发现与应对。最后，提

供细致入微的用药指导，不仅关注患者的用药过程，还

紧密跟踪用药前后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保障治疗安全。

对于观察组，我们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

人性化的舒适护理模式。第一，进行深度心理护理，责

任护士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热情，与患者建立紧密的沟通

桥梁，耐心倾听患者的需求与建议，动态调整护理策略，

以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促进其心理状态的积极转变。

第二，加强化疗前心理建设，通过分享成功治疗案例，

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同时优化病房环境，营造温馨舒

适的氛围，减少外界干扰。第三，实施化疗过程精细化

护理，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个性化评估，特别是对

初次化疗者，确保化疗流程的科学性与人性化，并提供

饮食指导，鼓励患者多喝水、多摄入蔬果，以减轻化疗

副作用。第四，注重化疗后恢复期护理，强调休息的重

要性，限制活动，同时加强个人卫生管理，定期监测血

象及肝肾功能，确保患者平稳度过化疗后的恢复期。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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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状态变化的量化评估：为了更精确地衡

量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研究者们采用了标准化的焦虑

及抑郁情绪评分量表。这些量表经过科学验证，能够有

效记录和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在研究中，研究者们分

别在两组患者接受特定护理模式前后，使用这些量表进

行评分，以记录他们的心理状态转变情况。通过这种方

式，研究者们能够直观地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从

而为护理效果的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方法不仅有

助于及时发现患者的心理问题，还能为护理人员提供改

进护理方法的参考，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

（2）患者满意度调查的深入探索：为了更全面地

了解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真实反馈，研究者们进行了细

致的满意度调查。这些调查包括对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

护理环境的舒适度、护理操作的专业性等多个方面的评

估。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调查结果，研究者们能够观察

到不同护理模式在满足患者需求、提升护理质量方面的

差异与优劣。这种深入的探索不仅有助于发现现有护理

模式的不足之处，还能为改进护理服务提供有力的依据。

通过不断优化护理模式，医疗机构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

的需求，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从而提高整体的医疗服务

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包对研究数据进行了详尽

的分析。本研究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采用了平均值及

其标准差进行描述性统计，并运用 t检验技术对两组间

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至于护理满意度，本研究以频数（n）

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并运用χ²检验来评估两组

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若 P值小于 0.

05 的阈值，则表明两组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从而验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评分

在评估患者心理状态时，采用焦虑情绪评分表（SA

S）与抑郁情绪评分表（SDS）两种标准化工具。在护理

干预之前，观察组患者的SAS 评分为（48.42±2.56）

分，SDS 评分为（47.58±3.32）分；而对照组患者的 S

AS 评分为（48.23±3.34）分，SDS 评分为（47.64±2.

24）分。通过对这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

护理前期，两组患者的 SAS 与 SDS 评分之间并未表现出

显著性差异（P>0.05），即两组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水平

在干预前是相当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干预护理后，再次评估两组患者的

心理状态，我们发现了显著的变化。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下降至（20.48±3.86）分，SDS 评分也显著降低至

（21.76±3.67）分，显示出焦虑与抑郁情绪的明显缓

解。相比之下，对照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为（47.36±3.6

8）分，SDS 评分为（47.86±4.62）分，尽管略有下降，

但改善程度远不及观察组。此时，统计分析显示 P<0.0

5，说明经过干预护理后，观察组与对照组在 SAS 与 SD

S 评分上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进一步验

证了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的有效性。

2.2 护理满意度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满意人数更多，满意度更高，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

组
40

36

（90.00）
3（7.50） 1（2.50）

39

（97.50）

对照

组
40

16

（40.00）
12（30.00） 12（30.00）

25

（70.00）

- - - - 12.86

P - - - - 0.000

3 讨论

血液系统疾病，作为影响造血功能的病理状态，其

临床表现包括贫血、出血及不明原因的发热等症状，这

些症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构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该类

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且具有较高的隐匿性，导致

早期诊断面临重大挑战，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潜在的

威胁。因此，提高公众对血液系统疾病的认识，加强相

关预防和治疗知识的普及，显得尤为关键。在这一背景

下，舒适护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护理模式，通过提供全面

而细致的关怀，有效减轻了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在化疗过

程中的心理压力，促进了治疗的依从性和疗效的提高。

本研究选取了 80例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实

施了舒适护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显著改善，患者满意度亦有

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而进

一步证实了舒适护理在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化疗期间心

理调适方面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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