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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术后患者健康管理及功能锻炼指导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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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健康管理及功能锻炼指导效果观察。方法：选择本院乳腺癌术后患者 100 例，诊治时间在 2019

年 1 月份-2020 年 1 月份期间，按照随机挑选法将其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使用一般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使用健康管理

以及功能锻炼引导。结果：观察组乳腺癌术后患者上肢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乳腺癌术后患者护理后

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超过对照组乳腺癌术后患者（p<0.05），通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98.00%明显超过对照组患

者的满意度 76.00%（p<0.05）。结论：提供乳腺癌术后患者使用健康管理与功能锻炼引导，可以推进患者上肢功能尽快恢

复，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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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作为临床普遍的一种恶性肿瘤，常见在女性中，

占据女性恶性肿瘤的百分之三十，严重损害到女性生命安全。

乳腺癌肿瘤恶性程度比较高，当前重点诊治措施为手术治疗，

其手术诊治对患者创伤比较大，需要对患者侧乳房胸大肌、

胸小肌以及锁骨下巴结开展清扫，因为手术中对术区周围组

织、血管、神经以及淋巴结的牵拉，易于产生损害，术后患

侧肢体会产生局部循环较慢，淋巴水肿、肌肉萎缩以及关节

僵硬等临床情况，促使患者肢体活动受到限制，为术后患者

正常生活造成很多不方便。所以，对乳腺癌术后患者开展系

统化的健康管理，引导患者开展有规划的肢体功能训练，可

以使患者尽早恢复肢体正常功能，并且还有助于术后切口愈

合，减少术后不良反应的出现率。本文挑选 2019 年1 月份到

2020 年 1 月份在本院诊治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实施健康管理与

肢体功能引导的成效开展详细观察，为临床工作完善给予参

考价值，报告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乳腺癌术后患者 100 例，诊治时间在 2019 年 1

月份-2020 年 1 月份之间，并且将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随机

划分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50）与观察组（n=50）。纳入标

准：（1）全部患者额都切实乳腺癌诊断要求；（2）顺从性较

强且意识清晰；（3）患者与其家属均同意此次研究。排除标

准：（1）具有精神疾病史患者；（2）合并严重肾、肝以及

心等重要脏器疾病患者。对照组患者年龄在 22-27 岁之间，

平均值在（25.14±0.12）岁。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21-26 岁之

间，平均值在（24.45±0.16）岁。统计基本资料，进行组间

比较，结果显示组间差异不大（p>0.05），分组合适。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乳腺癌术后患者使用一般护理，一般护理为告诉

患者有关康复知识，对患者开展初期功能锻炼引导。

1.2.2 观察组

（1）术后护理：手术结束之后，专业的护理人员应该对

患者开展镇痛处理，提供患者服用止痛药，同时采取物理措

施对患者开展镇痛，使用冰敷患者伤口，每隔六个小时开展

一次，每次冰敷时间在二十分钟；并且在提供患者开展按摩

护理，轻揉患者手术切口附近，推进患者肌肉松弛，进而降

低患者的疼痛感，为患者播放喜欢的音乐，分散其注意力。

（2）放松疗法：提供患者开展腹式呼吸锻炼，从头部、

颈部、腹部、腰部以及大腿等等循环放松全身肌肉，每天三

次，每次十五分钟，进而有效分散患者的注意力，降低切口

处的剧烈疼痛感。

（3）出院指导：患者出院时候，护理人员应该为患者创

建个人档案，将每位乳腺癌术后患者的姓名、年龄、病情以

及目前健康情况等开展存档，病情对患者心理需要、认知水

平以及健康情况展开评测，按照患者的结果创建随访规划。

1.3 统计学分析

密切关注研究过程，保证这一过程严谨、规范，审核所

有研究数据，确定其准确、完整后，用 SPSS20.0 分析，效率、

反应率均以（%）代表，x2 检验，时间、免疫指标均以（ x  s）
代表，t 检验，组间差异用p 值判断，p<0.05 为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两组乳腺癌术后患者满意度对比

通过一系列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 98.00%明显超

过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 76.00%，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乳腺癌术后患者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40 9 1 49（98.00）

对照组

t

50 28 10 12 38（76.00）

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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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

2.2 两组乳腺癌术后患者上肢功能评分对比

观察组乳腺癌患者术后患者上肢功能评分明显超过对照

组患者，两组之间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乳腺癌术后患者上肢功能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51.57±1.74 80.87±3.25

对照组 50 50.14±1.82 61.31±2.52

2.3 两组乳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乳腺癌术后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乳腺癌术后患者，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乳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

组别 时间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身体功能

观察组

对照组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35.21±1.54

80.58±1.83

32.41±1.15

70.48±1.12

40.21±2.21

82.98±3.51

45.62±3.11

75.78±2.59

42.59±2.12

85.64±2.47

43.58±1.57

72.41±2.16

50.48±1.32

92.41±2.37

60.14±1.14

72.61±3.75

3 讨论

按照有关研究表示，多年来，乳腺癌患者发病率呈直线

上升形势，患者经常需要接受放化疗以及手术等漫长且繁杂

的过程，很容易造成患者术后压力过大，并且患者手术后上

肢功能受到限制，严重影响到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进而

减少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健康管理及功能锻炼引导作为临床新型护理方式，此护

理方式为新型护理的模式，为患者健康问题的应对，重点提

出临床护理的协调性与连续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乳腺

癌患者术后的健康与生活质量。患者开展健康管理与功能锻

炼引导后，不但可以有效推进上肢功能尽快痊愈，而且还提

升其生活质量水平。

根据研究显示，观察组乳腺癌术后患者上肢功能评分明

显超过对照组患者的上肢功能评分，同时观察组乳腺癌术后

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乳腺癌术后患

者，通过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百分之九十八明显

超过对照组的百分之七十六，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提供乳腺癌术后患者使用健康管理及功能锻

炼引导，可以推进患者上肢功能早期康复，提升患者的生活

质量水平，值得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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