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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肝癌护理中的实施效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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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分析心理干预在肝癌护理中的实施效果。方法：抽取 50 例肝癌患者，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入院，
盲选分组，干预组 25例、常规组 25 例，常规组行常规性护理，干预组在该基础上行针对性心理干预，比较分析两组患者负性
情绪评分、心理负担评分。结果：干预组焦虑、抑郁、困惑、愤怒、疲劳以及负性情绪总分均比常规组低，且心理负担评分也
明显比常规组低，组间数据比较差异明显，P 均＜0.05。结论：在肝癌护理中实施针对性心理干预，可有效减轻其负性情绪和
心理负担，使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与护理，对疗效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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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作为常见恶性肿瘤，发病早期一般症状表现不明显，

发展至中晚期，可出现食欲降低、肝区疼痛以及恶心呕吐等
症状，治疗难度较大

[1]
。因受疾病长时间折磨和对治疗方式

的不了解，故很容易使患者出现负性情绪，加重其心理负担，
不便于治疗护理工作的开展，继而影响疗效

[2]
。本次研究选

择 25 例患者为干预组，实施常规护理的同时予以了针对性心
理干预，所获效果明显，下面就具体情况实施报道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参与研究的对象均为肝癌患者，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入院。纳入标准：均满足肝癌诊断保准，生存时间超过
半年，资料真实且齐全；可正确表达，有阅读能力，知晓研
究内容和目的；无精神病史，在同意书上签字。排除标准：
生活不可自理；资料不全；存在严重认知障碍、精神病史；
伴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妊娠妇女、哺乳妇女。以盲选方式
分组，等分 50 例患者为干预组、常规组，各组例数均为 25
例。干预组男 14 例，女 11 例；年龄 32-67 岁，平均年龄 52.32
±2.12 岁；病程 3 个月-5 年，平均病程 2.12±0.23 年；文
化程度：高中及以下 11 例，大专及以上 14 例。常规组男 15
例，女 10 例；年龄 33-68 岁，平均年龄 52.28±2.15 岁；病
程 4 个月-4 年，平均病程 2.09±0.25 年；文化程度：高中
及以下 9例，大专及以上 16 例。经比较分析，干预组和常规
组基本资料无差异，P＞0.05，二者可比性高。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按照常规护理执行，观察病情，按照医嘱指导

患者用药，施予常规宣教和饮食指导等。在该基础上干预患者
实施针对性心理干预，操作见下：1）保持耐心的态度倾听患
者主诉，了解其对疾病的认识、未来期望和心理负担等，及时
解答患者疑问，正确引导以及帮助其认识疾病知识，学习有关
抗癌方面的知识，将未来期望作为重点，强化患者生活态度以
及自身价值，发放宣传手册，让患者以及其家属一同学习。2）
介绍成功病例，纠正患者和其家属对于疾病的错误认知，主要
纠正其个性化归因、主观臆断、选择性抽象以及思维极端等，
增强患者治疗信心，引导病患说出自身抗癌宣言。构建微信群，
以便患者、家属能够和医护人员及时沟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构建相应的康复训练方案。3）根据患者文化程度，讲解如何
正确饮食、运动方式以及放松方式等，嘱咐家属多和患者交流
沟通，予以精神支持，多理解病患，强化亲属感情，以消除不
良情绪以及误会所致影响。同时基于患者负性情绪和心理负担
情况，实施针对性疏导和干预，强化其正确心理认知以及健康
生活方式，从而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减轻其心理负担。此外，
为患者提供舒适且干净的治疗护理环境，控制人员流动，可根
据患者喜好，适当地播放轻柔、舒缓的音乐，可经肢体按摩或
者语言交流等方式让患者身心处在放松状态，以此减轻病痛，
使患者能够保持良好心态面对治疗。 

1.3 观察指标 
借助于《简明心境量表》量化评价分析两组患者负性情

绪，其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焦虑、愤怒、困惑、抑郁、
疲劳以及抑郁，各指标分数越低代患者负性情绪状态也就越
轻

[3]
。以《自我负担量表》量化分析两组患者心理负担情况，

该量表共 10 个项目构成，所得分数越低代表患者心理负担也

就越轻
[5]
。 

1.4 统计学软件处理分析 
本试验的全部数据均录入至电子表格中，以专业软件处

理分析，即 SPSS19.0。以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
（ sx  ），以 t比较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百分率（%）表示，
以 x

2
比较检验，如果结果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组和常规组患者护理后负性情绪、心理负担评分比

较详见表 1 所示，通过软件对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护理后
干预组患者焦虑、抑郁、愤怒、疲劳、困惑以及负性情绪评
分均比常规组低，同时心理负担评分也明显比常规组，二者
各指标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 1 干预组和常规组患者护理后负性情绪、 
心理负担评分比较（分） 

指标 干预组 常规组 

焦虑 3.21±0.23 4.53±0.32 

抑郁 3.24±0.25 4.35±0.45 

愤怒 4.01±0.36 5.42±0.35 

疲劳 3.13±0.25 4.59±0.45 

困惑 4.02±0.34 5.43±0.46 

总分值 18.02±1.34 21.45±2.39 

心理负担 69.11±2.32 75.68±3.47 

3 讨论 
因受治疗和癌痛等的折磨，再加上大部分肝癌患者对疾

病缺乏足够的认知，故很容易出现各种负性情绪，导致其心
理负担过重，继而影响其配合度和疗效。心理护理是根据患
者身心状态的分析，施予个性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
通过心理疏导、知识讲解、人文关怀等，可帮助患者正确认
识疾病，增强其治疗信心，便于负性情绪的宣泄和缓解，稳
定患者心理状态

[5]
。本次研究结果表示，实施针对性心理干

预的干预组，护理后患者负性情绪（焦虑、焦虑、抑郁、愤
怒、疲劳、困惑）、心理负担评分均比常规组低，二者数据
比较差异明显，P＜0.05。 

综上可知，在肝癌护理中实施心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其
负性情绪，减轻其心理负担，临床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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