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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肺癌术后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周诗维  谭智丹  曾小平  唐维娟 

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  贵州贵阳  550001 

摘要：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对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肺癌术后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1 年 1月～2021 年 6月就诊于
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确诊为肺癌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200 例，并随机分为实验组（100 例）和对照组（100 例）。实验组采
用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施行叙事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对《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患者对优质护理服务
满意度调查表（第九版）》的调查结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 88%；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 40%，有显著的差异性。结论 
叙事护理的施行提高了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肺癌术后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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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的出现源于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

的发展，2001 年，美国学者 Charon 首次提出“叙事医学”
的概念

[1]
。将其定义为：具备叙事能力的医生开展的，能够

提供人道且有效诊疗活动的医疗模式
[2]
。我国学者黄辉等总

结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将叙事护理定义为：护理人员通过访
谈方式听取患者讲述疾病故事，对故事进行反思总结，帮助
患者重新构建生活或疾病故事意义，并发现护理要点，继而
为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护理措施

[3]
。随着肺癌发病率的不断

增加，外科手术治疗已成为治疗肺癌的重要手段。肺癌术后
患者的满意度也成为护理人员的重要关注点。患者的满意度
常因其就医体验、医护人员态度、合理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等
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科对肺癌术后患者采用叙事护理进行
干预以改善患者的满意度，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6 月就诊于贵

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确诊为肺癌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200
例，并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100 例）和对照组（100 例），
实验组中男性 58 例，女性 42 例，年龄（54.3±12.1），对
照组中男性 62 例，女性 38 例，年龄（55.8±10.2），两组
之间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 

对照组 100 62 38 55.8±10.2 

实验组 100 58 42 54.3±12.1 

统计值  X2=0.00 t=0.26 

P 值  0.97 ＞0.05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确诊肺癌并行手术治疗
者；②知情并自愿参加满意度调查者。排除标准：①不具备
正常交流沟通能力者；②无识字能力者；③精神障碍不能配
合者。 

1.2 护理方法 实验组采用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施行叙
事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保持病室的环境安静舒适，患
者入院时予入院宣教，遵医嘱予已用药治疗，观察患者的用
药治疗效果，术前进行口头术前宣教，术后常规监测生命体
征，进行口头术后宣教，遵医嘱予术后用药治疗，直至患者
出院。 

实验组采用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施行叙事护理：①进入
患者的故事：患者在入院时由责任护士接待，详细的做入院
宣教，了解并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向患者讲解肺癌相关的
疾病基本知识、治疗方法及预后，取得患者的信任后，增加
与患者面对面交谈的次数，引导患者叙述对自身患病的认识
和立场等。在患者叙事的过程中，认真倾听，切忌打断患者
的叙事过程，但是要给予患者及时的回应，如微笑、点头等。
注意患者使用的词语及社会因素对患者影响，与此同时，关
注患者应对和处理疾病的方式和立场。②正向回馈：在与患

者交谈后，对患者的叙事内容进行整理和分析，制作相关的
视频，通过病房多媒体设备及视频号等进行播放和宣传，在
治疗过程中，随时观察患者的心理和立场的 

变化，引导患者树立正确且积极的疾病观和生活观。③
总结反思： 通过患者的叙事和反馈后，责任护士对患者的观
点和立场进行反思，列出对叙事过程的观点和遇到的问题，
科室每周进行集体讨论，提出护理过程中的不足和亮点，最
终讨论出最佳护理方案。 

评价指标 在患者出院当日，向患者发放《贵州省人民医
院住院患者对优质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第九版）》，总
计 10 题，总分为 100 分，答案设置为“很满意”、“满意”、
“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分别计分为 10 分、8
分、6 分、4 分、2 分）。满意度=（很满意+满意）/总例数
×100%。由非责任护士向患者发放调查表，解释调查目的时
避免引导性的解释， 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共发出问 2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回收率 1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P＜0.0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P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很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100 52（52） 36（36） 10（10） 2（2） 0（0） 88（88）

对照组 100 6（6） 34（34） 32（32） 22（22） 6（6） 40（40）

X2 值      ＜25.1

P 值      ＜0.01

3 讨论 
通过叙事护理的干预，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的满意度。综上所述，叙事护理的干预对提高患者
的满意度行之有效。 

叙事护理作为人文回归医学中的一大组成部分，将人文
关怀融入到护理过程中，对改善患者病情转归，建立和谐、
稳定的护患关系，提升就医体验及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大有裨
益。肺癌术后的患者信息量需求更高，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心
理关怀，通过叙事护理的干预，增加了沟通交流的机会，有
利于缓解肺癌术后患者的焦虑，提高了对护士的信任度，使
护患关系更加亲切，随之满意度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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