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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护理对宫颈癌患者护理质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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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增强宫颈癌患者护理有效性、安全性为研究目标，在临床护理中实施责任制护理，明确其

对宫颈癌患者的影响。方法 以 2023 年 1 月-12 月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宫颈癌患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87
例，按照诊疗先后顺序设置成对照组（43 例）、观察组（44 例），分别以常规手段、责任制手段实施两组护理干

预，对干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护理质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不良事件及临床指标

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低（P<0.05）。结论 在临床护理中实施责任制护理，有利于提高宫颈癌患者护

理质量，改善临床指标，对不良事件发生风险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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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to implement responsible nursing system in clinical nursing, and to clarify its impact o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87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ho receiv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2023.01-12 were analyz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3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44 
cas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arried out by 
conventional means and responsibility means, and the intervention situ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terms of nursing 
quality, the valu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groups (P<0.05). In terms of adverse events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the valu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y nursing system in clinical nursing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improving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controlling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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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在宫颈癌患者治疗期间，开

展相应的护理工作，提高护理质量、护理有效性及安全

性能够为患者生命健康提供一定保障。在常规护理模

式下，虽然有利于治疗工作顺利开展，但是不能在最大

程度上保证护理质量，且护理有效性与安全性也得到

明显提升[1]。随着现代护理研究不断发展，责任制护理

模式等多种新型护理手段在临床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

效果，这为宫颈癌患者护理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2]。文中以增强宫颈癌患者护理有效性、安全性为研究

目标，在临床护理中实施责任制护理，明确其对宫颈癌

患者的影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3 年 1 月-12 月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

宫颈癌患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87 例，按照诊疗先后顺

序设置成对照组（43 例）、观察组（44 例）。年龄范

围方面，两组年龄：49 岁≤年龄≤77 岁，观察组均值

（59.51±1.47）岁，对照组均值（59.53±1.49）岁；病程

方面，两组病程：1 年≤病程≤5 年，观察组均值

（2.34±0.10）年，对照组均值（2.31±0.12）年。经统计

学系统处理两组基础资料相关数据信息后证实可比性

高（P>0.05）。此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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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取要求：临床综合诊断为宫颈癌；资料齐全。剔除要

求：中途退出；同时合并其他严重脏器器官疾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指导患者完成相关检查，口头告知用药、饮食、日

常生活等相关注意事项，提醒保持良好情绪，按时进行

病房巡视，及时发现异常并进行对应处理。 
1.2.2 观察组行责任制护理干预 
①对科室责任制进行改进与完善，对各个护士护

理任务、职责范围等进行明确划分。要求护士在开展各

项护理工作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保证护理规范

化。同时保持良好态度，能够清楚认识到自身护理工作

对宫颈癌患者病情稳定重要影响，主动将护理工作落

实到位，增强护士责任心与主动性。加强护士培训管

理，定期提供护士培训学习机会，不断提高护理人员专

业水平，确保掌握全面护理知识与技术，确保护理质

量。 
②负责心理疏导的护士需要定期与心理医师进行

沟通，对患者心理健康状态进行分析，了解影响心理健

康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缺乏家属支持、社会支持、治疗

信心。护士需与家属保持良好沟通，对家属强调其自身

参与到护理中、对患者给予关心与照护的重要性，让家

属增加每日陪伴患者的时间，主动与患者沟通，表达对

患者的理解与尊重，帮助患者获取家属支持。定期组织

病友交流活动，增加患者之间交流机会，帮助患者获取

社会支持。进行病案讲解，并将同时期病情控制较好患

者作为榜样，对患者进行激励，引导患者树立治疗信

心，减轻不良情绪。 
③负责健康宣教的护士需要定期评估患者疾病健

康知识掌握程度，利用多种方式给予患者疾病健康知

识。对于患者不清楚、理解比较难的内容制作为短视频

或者幻灯片，播放的同时详细讲解，不断提高患者认知

程度。完成一个阶段的健康知识讲解后，需要进行对应

评估，对健康宣教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④负责营养指导的护士需要结合患者机体营养指

标，合理评估患者机体营养状态，结合患者饮食偏好，

对饮食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坚持清淡、营养均衡饮食原

则，确保患者可以从每日饮食中获取充足营养，避免营

养不良。 
⑤负责药物指导的护士，需要对患者解释药物的

作用、用法、用量、注意事项、可能的副作用等，确保

患者能够正确服用药物，确保患者用药规范。 
⑥负责生活指导的护士，需要与医师进行沟通，结

合患者具体状况制定相应的活动方案，鼓励患者进行

适量运动，增强机体功能。可设置闹铃帮助患者形成规

律作息，确保充足休息，提醒戒烟、限制饮酒。 
1.3 判断标准 
（1）对两组护理质量进行评估，护理质量评估量

表，评估内容包括护理态度、护士责任心、护士主动性、

护理专业度、规范化护理，每项最低 0 分表示护理质

量极差，最高 20 分表示护理质量极佳。 
（2）对两组腹胀、下肢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

染、恶心呕吐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同时统计

患者住院时间，评估疼痛感（视觉模拟法，最低 0 分

表示无疼痛，最高 10 分表示疼痛剧烈）。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t 和x±s 为连续性

变量中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卡方和%为计数资

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或价值。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分析 
护理质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

（P<0.05）。如表 1 所示。 
2.2 不良事件及临床指标分析 
不良事件及临床指标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

值更低（P<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主

要起源于宫颈上皮组织，该疾病通常与人乳头瘤病毒

（HPV）感染有关，尤其是高危型 HPV[3]。手术为宫颈

癌患者常用治疗手段，但是患者术后普遍存在腹胀、下

肢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染[4]、切口感染等不良事件。 
表 1  比对两组护理质量[（x±s）（分）] 

组别 护理态度 护士责任心 护士主动性 护理专业度 规范化护理 

观察组（n=44） 18.02±1.12 18.12±1.69 18.12±1.26 18.62±1.03 18.49±1.10 

对照组（n=43） 15.02±0.74 15.10±0.32 15.11±0.29 15.07±0.33 15.58±0.28 

t 14.704 11.516 15.272 21.543 16.821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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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不良事件及临床指标（n,%）（x±s） 

组别 腹胀 下肢深静脉血栓 泌尿系统感染 恶心呕吐 总发生 住院时间（d） 疼痛感（分） 

观察组（n=44） 1 0 0 0 1（2.27） 17.02±0.13 2.63±0.78 

对照组（n=43） 2 1 0 1 4（9.30） 21.26±0.56 3.96±0.98 

χ2/t     4.533 48.899 6.698 

P     0.033 0.001 0.001 

 
需积极采取相应护理措施，保证护理质量，对不良

事件发生风险有效控制，以减轻患者机体不适感[5]。 
责任制护理作为一种新型护理管理模式，旨在提

高护理质量、强化护士责任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6]。在

责任制护理中，每位护士会承担特定的责任和任务，确

保患者得到全面、连续和高质量的护理服务[7]。与常规

护理模式相比，在宫颈癌患者护理中应用责任制护理

模式有着明显优势[8]。比如，责任制护理模式的应用，

能够更好地针对宫颈癌患者的个体差异进行护理评估

和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以满足患者的特殊需求；可以

根据护士的专业特长和能力，将护理任务进行合理分

工，确保每位护士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作用，提

高护理效率和质量；责任制护理模式强调护士之间的

良好沟通和协作，确保患者能够得到连续性的护理服

务，避免因为护士变动或信息传递不畅而影响护理效

果；责任制护理模式能够激发护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让他们更加专注和细致地对待宫颈癌患者的护理工

作，提高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有利于减轻患者生理

痛苦，减少住院时间；责任制护理模式强调对护理效果

的评估和反馈，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不断改

进护理服务，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9-10]。结合

文中研究结果，护理质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

值更高（P<0.05）。不良事件及临床指标方面，两组相

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低（P<0.05）。提示，在宫颈癌患

者护理中开展责任制护理工作效果较佳，但是由于文

中研究样本量较少，不能充分证明其应用效果，需进一

步分析。 
综上所述，在临床护理中实施责任制护理，有利于

提高宫颈癌患者护理质量，改善临床指标，对不良事件

发生风险进行控制，这对提高宫颈癌患者护理安全性、

有效性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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