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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乳腺癌患者术后开展早期功能锻炼期间给予循证护理干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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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乳腺癌患者术后开展早期功能锻炼期间应用循证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患者 89例均选自本院 2018

年 9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乳腺癌手术治疗患者，计算机随机将其分成两组。对照组总计 44 例，术后早期功能锻炼期间
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总计 45例，术后早期功能锻炼期间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护理效果和并发症情况。结果 两组护
理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几率进行对比，观察组具有显著优势，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乳腺癌患者术后开展
早期功能锻炼期间应用循证护理干预效果显著，可降低并发症发生几率，可在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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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乳腺癌高发群体，发病率在所有女性恶性肿瘤中
排名第一，主要发生于乳腺上皮组织处，以乳头溢液、乳房
整体胀痛及皮肤变化等为主要临床表现，近几年乳腺癌发病
率逐年递增且存在年轻化发展趋势。针对此种疾病临床通常
利用手术进行治疗，如改良根治术、根治术、部分或全乳乳
房切除术等，通常手术护将患者的乳腺、胸大肌和胸小肌、
腋窝淋巴结以及周围结缔组织全部切除，因此会导致损伤患
者的周围血管、神经、肌肉，会影响患者上肢运动能力，容
易造成肩部僵硬或周围肌肉萎缩等，对患者正常生活存在不
良影响，因此手术早期需要进行功能锻炼，但是患者受疼痛
和情绪影响锻炼积极性不理想

[1]
。本次研究对象为本院收治

的 89 例乳腺癌手术治疗患者，在患者术后开展早期功能锻炼
期间实施循证护理干预，获得理想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患者 89例均选自本院 2018年 9月—2019年 10

月收治的乳腺癌手术治疗患者，计算机随机将其分成两组。
对照组（n=44）年龄区间 32-69岁，平均年龄（48.65±2.32）
岁；观察组（n=45）年龄区间 33-70 岁，平均年龄（49.19
±2.57）岁。所有患者确诊为乳腺癌，于本院接受手术治疗。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对比。 

1.2 护理方法 
术后早期功能锻炼期间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给予患者

用药指导，密切监测生命体征，进行常规康复锻炼。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干预，详细内容

为：①建立循证护理团队，制定循证护理方案；归总乳腺癌
患者术后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并制定相应解决对策；要针对
患者术后不良情绪给予及时干预，能够让患者积极参加锻炼；
利用专业文献作为理论支持，不断对护理预案进行优化和完
善

[2]
；②术后因为疼痛及活动受限，患者容易滋生不良情绪，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心理状态，及时进行心理干
预，告知患者疾病相关知识和功能训练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鼓励和引导患者积极进行锻炼，重视利用有效措施强化患者
康复信心；③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即可进行早期功能训练，
前 5d 可以做简单肘部训练，逐渐扩展到肩部，尽量鼓励患者
独立完成简单生活动作；术后 10d 后开始手指训练，如抓握、
画圈等，注意合理控制运动强度，循序渐进；④护理人员需
要对患者的自我训练项目进行监督和指导，并联合家属一起
督促患者保质保量完成训练；⑤出院前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帮
助患者制定恢复计划，定期进行随访，设立护理热线回答患
者疑问

[3]
。 

1.3 观察指标 
护理效果标准为：显效（护理后患者双臂功能恢复良好，

不影响正常活动）、有效（护理后患者双臂功能基本恢复，
轻微影响活动能力）、无效（护理后双臂功能无显著变化），
（总例数-无效例数）×100%=护理有效率。 

并发症包括：切口出血、开裂、皮下积液。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利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百

分率（%）表示（x2 检验），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两组护理有效率进行对比，观察组具有显著优势，差异

呈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n（%）]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几率对比 
观察组（n=45）包含 1 例切口出血、1 例开裂，本组并

发症发生几率为 4.44%（2/45），对照组（n=44）包含 3 例
切口出血、3 例开裂、2 例皮下开裂，本组并发症发生几率为
18.18%（8/44）,经计算 x2=4.210 P=0.040，不良反应发生
几率两组对比，观察组更优，差异呈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循证护理主要是通过研究各类文献治疗，归总护理问题

并找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能够给予患者科学、有效的护
理。通常乳腺癌患者术后容易发生并发症，如切口出血、开
裂等，疼痛和不良心理会影响患者术后康复训练配合度和效
果，对后期恢复不利。因此在乳腺癌患者术后开展早期功能
锻炼期间应用循证护理干预，能够充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问
题，并制定有效的护理计划，重视满足患者生理和心理需求，
提升患者依从性，有利于提升功能锻炼效果，降低并发症发
生几率，促进患者尽快恢复肢体功能能力

[4]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有效率和并发
症发生几率分别为 95.56%和 4.44%、77.27%和 18.18%，数据
显示两项对比观察组均具有显著优势（P＜0.05），表明患者
术后早期功能训练阶段应用循证护理干预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效果，能够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几率，强化患者
训练的信心，积极配合完成练习，促进尽快恢复运动能力和
自理能力。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术后开展早期功能锻炼期间应用
循证护理干预，可强化功能锻炼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几率，
促进患者尽快恢复双臂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可在临床上进
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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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有效率 

观察组 45 28 15 2 43（95.56） 

对照组 44 18 16 10 34（77.27） 

x2     6.375 

P     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