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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对于乳腺肿瘤术后化疗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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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乳腺肿瘤患者在接受手术后采用化疗期间实施整体护理的成效。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 66
例乳腺肿瘤患者，抽取时间为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上述患者术后均采取化疗。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

分组，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33 例，分别命名为参考组与实验组。参考组实施常规护理模式，而实验组则采用

整体护理。通过评估自我护理能力和护理质量评分来衡量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显

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参考组（P＜0.05）。结论 乳腺肿瘤术后化疗患者采取整体护

理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提高护理质量，该方法值得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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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olistic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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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tumor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66 patients with breast tumors,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23to January 
2024. All patients received chemotherapy after surgery.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olistic care, with 3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Evaluate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of two groups 
based on self-care ability and nursing quality score. Results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holistic nursing for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tumo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self-care ability and enhance nursing quality. This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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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肿瘤作为女性群体中常见的恶性肿瘤，对女

性的生命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有相关文献对此进行

了报道[1]。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乳腺肿瘤的治疗

手段逐渐多样化，手术治疗与术后化疗构成了主要的

治疗策略。然而，术后化疗不仅伴随着恶心、呕吐、脱

发等生理上的毒副作用，还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

郁等心理困扰[2-3]。基于此背景，对乳腺肿瘤术后接受

化疗的患者实施整体护理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具

体结果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 66 例乳腺肿瘤患者，抽取时间为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上述患者术后均采取

化疗。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将患者分为两组，

每组 33 例，分别命名为参考组与实验组。参考组实施

常规护理模式，而实验组则采用整体护理。其中参考组

年龄 35-53 岁，均值范围（43.24±2.14）岁。实验组年

龄 34-51 岁，均值范围（43.35±2.31）岁。两组资料对

比差异小（P＞0.05）。 
1.2 方法 
参考组应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实施整体护理，具

体的实施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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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疗前的准备：护理人员需要灵活应用沟通

技巧，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情感和精神支持，减轻其焦虑

和恐惧情绪。讲解化疗方案、治疗周期、治疗作用以及

可能的药物毒副反应，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治疗预期。

评估患者的血管状况，讲解保护血管的重要性，并合理、

有计划地使用血管。讲解静脉输液港植入的目的、方法、

优缺点，并建议患者使用以减少化疗药物对血管的刺

激。进行血常规、生化、心电图、肿瘤标记物等常规检

查，确保患者身体状况适合化疗。 
（2）化疗期间的护理：针对不同患者的职业背景、

年龄层次、教育水平及性格特点，实施个性化的心理疏

导，旨在缓解其心理压力。通过分享成功康复的案例，

激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积极态度，促进其对

治疗的配合度。在饮食方面，注重食物的色彩、香气与

味道，提供既富含营养又易于消化吸收的食物，同时强

调避免摄入甜腻、辛辣油炸及烤制食品，远离酒精与刺

激性气味强的食物。此外，建议在化疗前两小时暂停进

食，化疗后则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提供温和不刺激的

食物。告知患者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是化疗常见的早

期反应，一般化疗后 1\~6 小时开始出现，持续 1\~3 天

不等。指导患者在化疗前和化疗期间采取适当的饮食

和药物措施来缓解胃肠道反应。对于可能引起过敏反

应的药物，如多柔比星、环磷酰胺、多西他赛等，要密

切观察患者的反应。指导患者避免接触金属物，以免加

重肢体麻木感；加强保暖，防止受凉；采用按摩、热敷

等措施来减轻四肢麻木的刺痛感。建议患者每日增加

饮水量至 3000 毫升以上，以促进排尿、碱化尿液，进

而减轻肾脏与膀胱的负担与毒性。需密切监测患者的

心率、心律等关键生命体征，确保能迅速识别并妥善处

理可能的心脏毒性反应。多种抗肿瘤药物可能诱发变

态反应，症状包括皮肤过敏、血压下降等，因此在给药

前需采取预防措施，备齐急救药物，并持续观察患者的

反应情况。为确保皮肤健康，应保持皮肤清洁，避免搔

抓，减少冷热刺激，同时远离辛辣与刺激性食物的摄入。

皮损处外涂消炎软膏，以减轻皮肤炎症反应。尽量应用

静脉输液港植入给药，以减少化疗药物对血管的刺激。

在外周静脉使用时，需挑选最合适的穿刺点，并尽可能

避开关节位置及下肢的静脉血管。输液过程中要严密

观察患者反应，对于化疗药物外渗，要立即采取措施进

行处理。 
（3）化疗后的护理：提供高蛋白、易消化的食物，

必要时可给予肠外营养补充。维持良好的营养状况，能

够增强机体免疫能力，加速身体的恢复进程。根据患者

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休息和锻炼时间。 
1.3 观察指标 
1.3.1 自我护理能力 
利用ESCA量表对两组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评估，

该量表最高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护理能

力越强。 
1.3.2 护理质量 
采用专门设计的护理质量评价表，对两组的护理

质量进行综合评估。该评价表涵盖护理人员的工作态

度、专业技能、与患者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心理疏导技

巧。总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意味着护理质量越优

秀。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对所有收集的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计量资料被表达为（ x ±s）形式，并应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若统计结果的 P 值小于 0.05，则

表明所对比的两组之间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

异。 
2 结果 
2.1 自我护理能力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护理前，两组在自我护理能力评分上

的差异不显著（P＞0.05）。然而，护理后实验组的自

我护理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参考组，这一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2 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析 
表 2 显示，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参考组（P＜

0.05）。 

表 1  自我护理能力对比分析（ sx ± ） 

组别 例数 自我护理能力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33 60.43±4.32 89.43±2.31 

参考组 33 61.25±3.26 76.53±3.42 

t - 0.870 17.955 

P - 0.38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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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析（ sx ± ）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分） 

实验组 33 94.35±2.14 

参考组 33 84.32±3.21 

t - 14.935 

P - 0.001 

 
3 讨论 
乳腺肿瘤作为危害女性健康的关键疾病，其发病

率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当前，手术治疗与术后化疗

已成为应对乳腺肿瘤的主要治疗方式，这在相关文献

中有所记载[4]。然而，化疗期间，患者往往会遭遇恶心、

呕吐、脱发等一系列身体不适，以及焦虑、抑郁等心理

困扰，这些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缓

了康复进程[5]。鉴于此，乳腺肿瘤护理领域亟需探索全

面而有效的护理策略，以减轻患者的身心压力，加速其

康复，这已成为该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6]。 
整体护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护理模式，其核心在

于以患者为核心，全方位关注并满足患者的生理、心理

及社会需求，为患者提供一套全面且系统的护理服务。

在乳腺肿瘤术后化疗患者的护理实践中，整体护理展

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与积极效果[7-8]。这一模式通过深入

评估患者的具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能够精

准地应对化疗过程中患者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有效提

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促进患者的身心全面康复[9-10]。

本次研究的成果揭示，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在接受整

体护理后，其自我护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P＜0.05），
同时护理质量评分也高于参考组（P＜0.05），这进一

步证明了整体护理的显著成效。 
综上所述， 整体护理应用于乳腺肿瘤术后化疗患

者，能够显著增强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并提升护理服

务的整体质量，这一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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