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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护理在改善膀胱癌患者生活质量中的效果和满意度分析 
袁静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目的：探究行为护理在改善膀胱癌患者生活质量中的应用价值及患者满意度分析。方法：在我院随机选取于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确诊的 60 例膀胱癌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0例），对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
理，对观察组患者实施行为护理，再对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的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评分进行比较。结果：在行为护理的干预
下，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感、抑郁指数等情绪指标都有所好转，与对照组患者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膀胱癌患者实施行为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
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可在临床上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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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是指发生在膀胱黏膜上的恶性肿瘤。是泌尿系统

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全身十大常见肿瘤之一，占我国泌

尿生殖系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临床上关于膀胱癌的治疗方

案，普遍认为手术治疗是最优之选，许多患者在接受手术的

时候需要同时进行尿路造口，致使排尿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干扰
[1]
。本次专门针对行为

护理对提高膀胱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做了

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随机选取于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确诊的 60

例膀胱癌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

中对照组中男性 16 组，女性 14 组，年龄为 29 岁~71 岁，平

均年龄为（43.56±5.34）岁；观察组中男性 15 组，女性 15

组，年龄为 28 岁~69 岁，平均年龄为（41.67±5.88）岁。

所有患者均已确诊且手术顺利结束，意识清醒，无其他不良

症状及，均已签署本次试验的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接受行为护理，

行为护理的具体内容有：① 认知干预：积极主动和患者交流

互动，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以患者习

惯的可接受的方式与其交谈，获取患者的信任。耐心为患者

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及简单的预防措施。可借助成功病例来

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和对医生的信赖，这有利于患者病情的

好转。②支持性心理护理：安排专门的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护理人员应记录下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知晓患

者心理的紧张担忧，对其进行疏导，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对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进行存档。同时要和患者家属保持良

好的互动关系，对其展开一定的心理指导。③ 引导释放感情：

鼓励患者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善于表达，不要憋在心

里，可采取一些的方式让患者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④健康

教育和培训：医院定期举办健康知识座谈会，鼓励患者积极

参与。适当组织小游戏，并且对参与者进行奖励，以使患者

更加乐于加入其中，从而有助于其身心。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进行护理后的生活质量（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90)，涵盖的项目数量总共为 90 个，分值为 1~5 分，分

数越高表示严重程度越来越高）、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此次研究所有数据均用 SPSS22. 0 软件实施计算，其中

计量资料使用“t”值实施计算和检验，平方差用“ sx  ”

表示。计数资料使用卡方“²”检验，百分数(%) 表示，两

组研究对象产生的数据资料，以 P 值在 0.05 区间(P<0.05)

表示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比较 

经过行为护理，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度明显比对

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sx  ，分） 

 例数 焦虑 抑郁 恐怖 偏执 

对照组 30 1.72±0.23 1.92±0.43 1.56±0.31 1.66±0.43 

观察组 30 1.49±0.21 1.51±0.23 1.24±0.22 1.29±0.13 

T 值 / 4.045 4.065 4.611 4.511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30 14（46.67） 9（30.00） 7（23.33）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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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30 15（50.00） 14（46.67） 1（3.33） 96.67 

X² / / / / 5.192 

P / / / / 0.023 

3 讨论 

心理方面的负性反应表现在膀胱癌的患者的身上尤为突

出，由于其害怕手术之后化疗的副反应会给生活质量造成不

好的影响。设立出有效的策略，展开行为护理，对于此类患

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尤为关键
[2-3]

。 

行为护理，即借助现代护理思想，注重将患者需求视作

核心，宗旨是使患者的健康问题得到良好的处理，寻觅出其

负面行为的根源，从而对所施行的护理方式给予及时改变
[4]
。

借助对行为的控制、改变等来使负面行为得到有效改善等是

此方法的核心所在，其在多类疾病的护理当中都被大范围使

用，然而在膀胱癌患者当中的运用却较为少见。本研究就是

对此类患者施行上述方法，并诅获取了可喜的成效。借助此

方式，使其对疾病产生全面的认识，改变看法，并且协助其

对病因进行剖析，并且整合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使其感受

到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及爱护，从而使其消极情绪和行为得以

弱化
[5]
。 

综上，对接受手术治疗的膀胱癌患者施行行为护理，能

够有效干预到其心理及行为，使其负面情绪有所减少，不但

能够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有效的改善，而且有助于护理满意度

的提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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