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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对胃癌放疗患者心理及生存质量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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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人文关怀护理对放疗期间胃癌患者心理及生存质量的作用。方法 时间：2023 年 1 月

至 2023 年 12 月，对象：胃癌放疗患者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

组采用人文关怀护理，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以及生存质量。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人文关怀护

理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以及生存质量，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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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on the psycholog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during radiotherap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102 patients with 
radi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umanistic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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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属于发生率位列前茅的消化道恶性肿瘤，高

发病率以及高病死率均属于胃癌患者的显著特点。对

于胃癌患者来说，在发病的早期不存在明显的临床症

状，使得患者难以在早期落实准确的诊断，进而错过最

佳的治疗时机，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1-2]。

放疗可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病情状态，确保患者生

活质量的提升。 
但是放疗可使得患者生理以及心理压力出现明显

的提升，在影响患者放疗效果的同时，可使得患者预后

以及生存质量受到明显的影响[3-4]。现阶段人群对于医

学模式的认知已经逐步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

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促使人文关怀理念受到了

多方面的关注，如在胡丽娜[5]等人的研究中，通过在护

理工作中融入人文关怀理念，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本文将探究分析人文关怀护理对放疗期间胃癌患

者心理及生存质量的作用，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对象：胃癌

放疗患者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共 51 例，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为：31-
76 岁，平均年龄（43.46±3.47）岁，观察组患者共 51
例，男 31 例，女 20 例，年龄为：31-78 岁，平均年龄

（44.53±3.69）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遵循医嘱以及院内各项相关规章制度，予以患者

病情监测、用药指导等常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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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方法 
①构建专业的人文关怀护理小组，采用科室内选

拔的方式，明确具备扎实理论基础以及实际操作技能

的护理人员，引导其作为小组的负责人，强化培训工

作，使其能够明确人文关怀护理的内涵以及落实途径，

同步强化对于护理人员的思想教育，为其树立以患者

为中心、以德施护德理念，确保整体护理质量的提升。 
②落实人性化心理护理，将人性化心理护理分为

三个阶段，A.了解期，由护理人员强化与患者交流的频

率，过程中充分了解其所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并加以

记录，如重新生活方面的问题、情绪状态方面的问题

等，在充分了解之后，针对所收集的问题，制定出相应

的心理引导方案，进而予以存在各类心理问题的患者

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引导。B.疏导期，引导患者开展阅读

活动，读书籍以人生哲学、实际生活等类型的书记为

主，进而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使其将注意力集中至逐步

转向现实生活的过程之中，在患者阅读的过程中，通过

启发、诱导、解释、安慰等方式，引导患者面对当前现

实，对于自身内心所存在的各类心理矛盾具有正确的

对待方式，进而使其正确的对待日后的生活以及疾病。

C.支持期，组织患者开展相应的讨论会，在会中由相关

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表现，进行点评以及鼓励，同时可

邀请患者家属参与至会中，同步予以患者心理方面的

支持，使得患者能够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支持，提升患

者步入正常生活的信心，同时使其在此过程中得到相

应的启发，受到相应的自我教育。 
③重视对于患者的健康教育，A.明确健康教育落

实途径，采用集中式、个体式以及反复式的健康教育对

患者进行干预，可通过于病区内设置宣传栏，张贴胃癌

放疗相关知识，引导患者进行学习。B.开展集中式的健

康宣教工作，邀请胃癌专家、主治医师、骨干护理人员

参与其中，为患者开展胃癌健康知识讲座，为患者普及

胃癌相关知识，使得患者能够初步掌握疾病相关知识。

C.落实互动式健康宣教，通过宣教人员提问-患者回答

以及患者提问-宣教人员解惑的模式进行落实，进一步

巩固患者对于胃癌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步应用看

图宣教的方式落实健康教育，将什么是胃癌、胃癌健康

饮食、健康运动、放疗注意内容、改善睡眠质量的方式

等问题制作为图片，围绕图片内容进行讨论、回答，确

保患者能够有效掌握，确保宣教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状态 
采用 SAS 以及 SDS 量表评定，其中 SAS 评分＜

50 分为正常，SDS 评分＜53 分为正常，分数越高，心

理状态越差。 
1.3.2 生存质量 
采用中国癌症患者生命质量量表（QLQ）评定，分

数越高，生存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P<0.05）为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 
护理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2.2 两组生存质量 
护理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3 讨论 
现阶段我国已经逐步成为胃癌的高发国家，胃癌

发病率以及致死率在恶性肿瘤中分别为第二以及第三

位，对患者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实际对此类患者

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放疗具有较高的应用频率，主要通

过放射线对癌细胞产生杀伤效果，进而达到抑制或是

杀灭癌细胞的作用，对于改善患者病情状态以及预后

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患者在接受放疗期间，可使得

患者出现多样化的不良反应，进而加大其身心压力，影

响心理状态以及生存质量，因而需要及时予以其高效

的护理措施[6-7]。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 sx ± ） 

组别 例数 
SDS 评分 SA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54.37±1.16）分 （52.55±1.00）分 （53.04±1.30）分 （51.59±1.05）分 

观察组 51 （54.46±1.11）分 （48.69±1.38）分 （53.10±1.26）分 （49.02±0.98）分 

t -- 0.400 16.175 0.237 12.779 

P -- 0.690 0.001 0.81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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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生命质量（ sx ± ） 

组别 例数 
躯体症状 精神心理 社会关系 QLQ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1 17.23±2.97 19.88±1.32 8.77±1.12 11.79±0.87 4.32±0.55 5.63±0.87 30.41±4.64 35.99±3.07 

观察组 51 16.97±3.01 23.94±3.82 8.89±1.02 15.32±1.36 4.40±0.55 7.94±0.98 30.26±4.58 47.20±6.61 

t -- 0.197 4.120 0.143 6.816 0.226 5.221 0.129 11.254 

P -- 0.852 0.001 0.958 0.001 0.819 0.001 0.970 0.001 

 
此次研究结合了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干

预，发现观察组在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均具有

明显的优势，与朱相清[8]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提示该

护理模式可改善患者身心状态以及预后。分析其原因

认为：人文关怀护理能够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遵循

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尊严、人格、需求以及权力进行

照护，确保其实际护理需求得到满足[9-10]，进而提升护

理效果。通过构建专业的人文护理小组，为护理人员树

立了人文关怀的理念，确保其能够落到实处，同时予以

患者人性化的心理护理，将该项工作分为了解、疏导、

支持三个阶段，在明确患者实际状态后，再开展针对性

的心理引导，确保患者负性情绪的改善。再结合耐心宣

教的方式，引导患者应用正确的方式宣泄情绪，由患者

家属予以其足够的支持，在达到改善患者自我感受负

担的同时，提升其心理弹性，确保其自我认知状态的改

善，进而确保患者心理状态以及生存质量的提升[11]。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

态以及生存质量，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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