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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减轻原发性肝癌介入术患者疼痛的影响研究 
初丽娟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目的：研究临床护理原发性肝癌介入术患者时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减轻患者疼痛的影响。方法：择出 80 例原发性肝癌
介入术患者实行研究，治疗时间即起始于 2017 年 11 月，截止于 2020 年 11 月，抽签法分成常规组、干预组，各组 40例，常
规组行传统护理，干预组行心理护理，比较二组护理效果。结果：干预组的疼痛情况经护理后有明显减轻，优于常规组（P＜
0.05）；干预组护理期间的不良症状总发生率为 5.00%，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给予原发性肝癌介入术患者实行心
理护理干预，可以较好减轻患者的疼痛，护理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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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属于恶性肿瘤疾病的一种，疾病初期时无显

著特异性病征，所以，明确诊断时病情已进入中末期。治疗

时通常采取手术疗法合并介入术治疗，疗效显著，但有较大

的创伤性，痛感较强烈，对患者的心理有很强影响，不益于

患者预后复原
[1]
。此次的实验即是针对此问题而进行，探讨

心理护理干预作用于原发性肝癌介入术患者临床护理中时，

对减缓患者疼痛症状的影响，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7 年 11 月直至 2020 年 11 月期间本院诊治的原发

性肝癌介入术患者 80 例进行实验，以抽签方法将患者分成常

规组（n=40）、干预组（n=40）；而 80 例患者中有 48 例男

性患者和 32 例女性患者，年龄跨度（41～59）岁，年龄中位

（49.12±2.88）岁。二组患者一般资料无较大区别（P＞0.05），

可以比较。 

1.2 方法 

常规组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行传统常规护理。 

干预组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行心理护理干预：（1）成立心

理护理组织，其成员为护士、医生，安排专业心理医师为成

员进行心理情况评定、情绪护理、心理疗法及禁忌的培训。

（2）确定干预方案，即以患者心理情况为核心明确干预目标

及措施，并落实于护理工作之中。干预时间为 30-40min/次，

1 次/周，接连 4 周干预，每次干预后需做详细记录。（3）

方案落实，即与患者展开紧密交流，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并

准备一份笔记本，指导患者对病友的情况进行详记，并于晚

睡之前督促患者记录当天的愉悦事情，并鼓励患者与医护工

作人员积极分享，以令其再次体会温暖感受。与患者的家人

进行有效交流，掌握患者的喜好，令患者多行自身喜爱事项，

激励其发展适当的兴趣活动，以令患者愉快心理得到维持，

于患者晚睡之前播放轻缓型音乐，转移集中力，以减缓患者

疼痛。 

1.3 观察指标 

（1）护理前后患者疼痛评分情况，即利用视觉模拟疼痛

评分（VAS）量表于护理前、护理后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总

分为 10 分，分值越高，疼痛越剧烈。 

（2）护理期间患者机体不良症状发生情况，即观察并记

录患者护理时期内，出现恶心、呕吐及疼痛的情况，总发生

率=（恶心+呕吐+疼痛）/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期间的计量、计数资料均通过数据处理软件

SPSS21.0 进行统计，计量数据的表现形式及检验方法：

（ sx  ）、t；计数资料的表现形式及检测方法：n%、X
2
；P

＜0.05 条件得以满足时，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患者护理前后疼痛评分对比 

组间患者护理前的疼痛情况无较大差异（P＞0.05）；干

预组患者于护理后的疼痛程度明显减轻，好于常规组（P＜

0.05）。如表 1。 

表 1.比较组间患者护理前后疼痛评分（ sx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40 6.22±1.85 5.32±1.44 

干预组 40 6.15±1.16 3.74±1.23 

t - 0.2027 5.2765 

P - 0.8399 0.0000 

2.2 组间患者护理期间不良症状发生情况对比 

干预组患者护理安全性较好，不良症状发生率低至

5.00%，优于常规组（P＜0.05）。如表 2。 

表 2.比较组间患者护理期间不良症状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疼痛 总发生率 

常规组 40 5（12.50） 4（10.00） 2（5.00） 11（27.50）

干预组 40 2（5.00） 0（0.00） 0（0.00） 2（5.00）

X
2 

- - - - 7.4397 

P - - - - 0.0063 

3 讨论 

介入术为疗效较显著的有创式辅助治疗方案，应用于原

发性肝癌患者的医治中可以切实抑制病况持续恶化，从而完

成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治疗目标
[2]
。应用此方式医治疾病的

患者，通常伴有较强痛感，从而引发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影响患者的治疗配合率，降低了治疗有效性。 

心理护理干预是针对患者心理健康问题而开展的干预措

施，即提升医护工作人员的心理治疗与护理能力，根据患者

实际心理问题设计出有针对性干预方案，并落至实处，以达

到改进患者心理，减轻患者痛感的目的
[3]
。我院研究表明，

干预组患者的痛感有所减轻，且减轻程度优于常规组（P＜

0.05）；干预组患者治疗护理时期内，不良症状总发生率低

至 5.00%，比常规组发生率低（P＜0.05）。因此而知，此种

干预措施于减缓患者痛感时，有很好的护理效果，有益于增加

患者治疗、护理依从性，进而使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显著升高。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举措于原发性肝癌介入术患者

的临床护理中运用，能够较好增益患者下降的生活质量，有

利于患者身体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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