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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护理中人文关怀的融入及价值分析 
徐琳 

（遂宁市中心医院  肿瘤三病区   四川遂宁   629000） 

摘要：目的 思考恶性肿瘤患者在临床护理过程中接受人文关怀的临床疗效。方法 筛选出本院在
2020/8-2021/8 期间接收的 70 例恶性肿瘤病患，结合随机法将其分成两小组，即：观察组（人文关怀护理，
n=35 例）与对照组（常规护理，n=35 例），对比 2 组的生活质量、临床满意度等指标。结果  在护理干预前，
对比 2 组的焦虑、抑郁等评分发现差异不明显，不存在统计学优势（P＞0.05）；在干预后，观察组的以上指
标评分明显小于对照组，且临床满意度是 94.29%明显超过对照组 77.14%，以上指标对比差异突出，存在统计
学优势（P＜0.05）。结论 对于恶性肿瘤病患来说，其通常选择的是人文关怀护理模式，有利于逐步改善患者
的生活品质，促使临床满意度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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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肿瘤患者患病早期通常没有典型的临床

表现，造成患者引起重视时已经处于晚期，对此，

加强这一类患者的临床护理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人文关怀是一个比较先进的

护理策略，它强调的是通过人性化护理手段逐步增

强患者的生存质量，由此来减轻病患的痛苦，促使

患者自信心不断增强。接下来，笔者以 70 例相关患

者为研究对象，思考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恶性肿瘤

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一、研究资料及方法 

（一）常规资料 

筛选出本院在 2020/8-2021/8 期间接收的 70 例

恶性肿瘤病患，结合随机法将其分成两小组，即：

观察组（n=35 例）与对照组（n=35 例）。其中，观

察组的男女之比是 18：17；年龄在 31-75 岁之间，

中间值是（54.27±1.25）岁；疾病类型：肺癌 13 例、

胃癌 11 例、鼻咽癌 5 例、肝癌 3 例、乳腺癌 2 例、

宫颈癌 1 例。对照组的男女之比是 19：16；年龄在

33-73 岁之间，中间值是（52.15±1.33）岁；疾病类

型：肺癌 14 例、胃癌 10 例、鼻咽癌 6 例、肝癌 2

例、乳腺癌 2 例、宫颈癌 1 例。对比 2 组的基线资

料发现差异不明显，以下研究存在对比性（P＞0.05）。 

（二）方法 

对照组选择常规护理模式，其内容是指：常规

药物指导、生命监护等。观察组需要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联合人文关怀模式，其内容是指：①心理干

预：由于恶性肿瘤患者需要长期放化疗，极易出现

负性心理或情绪，医护人员需要多与病患沟通与互

动，且利用视频、音乐都能够方式逐步培养患者的

自信心，确保患者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积极接受治疗。

②疼痛干预。结合患者的疼痛情况确定具体的镇痛

方案，对其进行科学镇痛，预防会患者出现心理崩

溃等问题。③饮食指导：因为大部分患者存在胃肠

道反应，则需要指导患者注意日常营养均衡，遵循

少食多餐原则，尽可能地根据患者的口味来调整食

谱。④环境护理：养成每日通风、消毒等好习惯，

预防并发症等出现，为患者提供一个舒适、温馨、

明亮的护理环境，同时还需要结合患者的个人喜好

等，为其摆放绿植，由此来激发患者的生命力与感

受力[1]。 

（三）指标分析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及临床满意度。首先对于

患者的生活质量来说，一般是通过焦虑、抑郁等自

评量表进行评价。其次，对于患者的临床满意度来

说，则是通过自行编撰的调查满意度量表进行评分，

其中，＞80 分、60-80 分、＜60 分等各自代表着非

常满意、满意与不满意。 

（四）数据处理 

把以上研究数据均通过 SPSS27.0 软件对其展开

研究，然后计量指标给予 t 检验，然后通过（x±s）

进行描述；计数指标给予 x2 检验，然后通过（n，%）

给予描述。如果 P＜0.05，能够看出其差异突出，存

在统计学优势。 

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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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比 2 组的焦虑与抑郁等评分 

通过表 1 数据能够发现：在护理干预前，对比 2

组的焦虑、抑郁等评分发现差异不明显，不存在统

计学优势（P＞0.05）；在干预后，观察组的以上指标

评分明显小于对照组，以上指标对比差异突出，存

在统计学优势（P＜0.05）。 

表 1   对比 2 组的焦虑与抑郁等评分（x±s）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分组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5 71.25±4.56 46.08±2.86 84.26±5.06 49.74±3.15 

对照组 35 70.59±3.56 59.12±4.16 83.15±5.09 66.23±4.16 

（二）对比 2 组的临床满意度 

通过表 2 数据能够发现：观察组的临床满意度

是 94.29%明显超过对照组 77.14%，其对比差异突出，

存在统计学优势（P＜0.05）。 

表 2   对比 2 组的临床满意度（n，%）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5 20 13 2 33（94.29） 

对照组 35 10 17 8 27（77.14） 

三、讨论 

人文关怀护理比较看重患者的内心感受，在逐

步增强患者身体素质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患者的

心理健康，并尽可能地维护患者的人格尊严，方可

最大化地满足患者的心理、情感等方面的需求，由

此来间接性地增强患者的自信心，使患者能够积极

面对疾病，由此来获得对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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