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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术后护理中的人文关怀以及心理护理的效果观察 
孙丽 

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海淀  100000 

摘要：目的：探究宫颈癌患者术后护理中的人文关怀以及心理护理的效果。方法：将 2020 年 5月- 2021 年 2月在我院行宫颈
癌手术的 60例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在开展研究时，对上述 60例患者进行随机编号，并在打乱顺序后划入到实验组和常规
组中，每组确保有患者 30 例。在开展术后护理时，给予常规组患者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添加人文关怀
和心理护理，最后对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心理情况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通过对比研究数据得出：实验组患
者的各项对比指标皆优于常规组，并且对比数据间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对宫颈癌术后患者开展护
理工作时，引入人文关怀及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可以大大提升临床护理效果，具有积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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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属于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妇科肿瘤疾病，致死率

极高
[1]
。因此，患者一经确诊此病，心理上会出现极大变化，

恐惧、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席卷而来，甚至在术后也难以缓

解，严重影响预后效果。在此背景下，有研究人员指出可在宫

颈癌术后患者护理中引入人文关怀+心理护理干预，以此提升

临床治疗护理效果。特此，本次针对宫颈癌患者术后护理中的

人文关怀以及心理护理的效果展开研究，并做出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的 60 例患者均为 2020 年 5 月-2021 年 2

月在我院行宫颈癌手术的患者，将上述患者编号、打乱、重

组后划至实验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30 例患者。通过对上述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常规组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43.16±3.22）岁，平均病程为（9.64±2.03）个月；实

验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3.06±3.25）岁，平均病程为（9.16

±2.46）个月。计算得出两组数据 P 值＞0.05，不具备统计

学意义，可参与研究。 

1.2 方法 

在对上述两组患者开展护理工作时，给予常规组患者常

规护理，包括日常生活护理、饮食护理、运动护理，以及生

命体征监测等。 

针对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引入人文关怀+心理

护理干预，具体包括：（1）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营造一个良

好的人文环境，让患者在住院期间感受到家的温暖，多与患

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需求，倾听患者的疑惑，并做出适

时地疏导，以此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2）对患者进行健

康宣教，要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身所患疾病，纠正其对疾病

的错误认识，多给患者讲一些成功案例，以此帮助患者树立

治疗信心。（3）针对心理或情绪波动较大的患者，需要给予

及时的心理干预，尽可能满足患者的要求，找到患者情绪波

动的原因，对症缓解。注意，在此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温和的

预期，多给予患者关怀和鼓励。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对两组患者经相应护

理后的心理情况进行评定。 

（2）采用我院自制患者满意度调查表收集两组患者对各

自所接受护理的满意情况，包括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

意三项。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类数据，都是由最新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完成处理的。针对本研究中的计数资料，其表现形

式为率，并通过估计值进行验证。当 P＜0.05，则代表对比

数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情况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心理情况均有

所改善，但实验组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对比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经护理后心理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心理障碍解除 心理障碍减轻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0 12（40.00） 17（56.67） 1（3.33） 29（96.67）

常规组 30 8（26.67） 13（43.33） 9（30.00） 21（70.00）

估计值     7.680 

P 值     0.001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对

比结果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对比情况

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经护理后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30 18（60.00） 11（36.67） 1（3.33） 29（96.67）

常规组 30 14（46.67） 9（30.00） 7（23.33） 23（76.67）

估计值     5.192 

P 值     0.023 

3 讨论 

宫颈癌的治疗周期较长，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时常会产

生焦虑、烦躁、恐惧等心理，这些不良心理的出现将影响到

临床治疗效果，尤其是术后恢复情况
[2]
。因此，也就需要在

对患者实施完宫颈癌手术后，引入更加高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以此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经大量临床实践研究发现，人

文关怀+心理护理干预下的宫颈癌术后护理效果显著。 

特此，本文展开相应研究。经数据对比分析后得出：实

验组患者的心理障碍缓解效率（96.67%）较常规组（70.00%）

高，并且实验组患者总满意率（96.67%）较常规组（76.67%）

高，各对比数据之间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可知，在对宫颈癌术后患者开展护理工作时，引入

人文关怀及心理护理干预措施不仅能够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同时也能够促进患者机体恢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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