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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了

很大的改变，肿瘤发生率也明显上升，并且老年群体的发病率

更高[1]。老年肿瘤患者因为身体机能下降、免疫力降低，导致发

病率高、恢复能力降低，而且多合并一种或多种基础性疾病，

导致治疗难度加大。另外，老年患者的恐惧、焦虑、抑郁情绪非

常明显，而这些负面心理因素严重阻碍了肿瘤的临床治疗及

疾病康复，促使医护人员很重视老年肿瘤患者的治疗[2]。对于

老年肿瘤患者，治疗过程中一般选择手术方案或化疗方案进

行干预，这两种治疗方案常常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功能降低，这

样会导致患者出现多种并发症，在很大程度上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产生影响。因此，老年肿瘤患者的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护理

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4 月

诊治的老年肿瘤患者 70 例，采用随机分配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方法

的临床效果和应用价值，具体内容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4 月我院诊治的 70 例老年

肿瘤患者，采用随机分配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5
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7 例，平均年龄

（45.21依9.98）岁。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平

均年龄（46.31依10.01）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差异在统计学

上无意义（P跃0.05），可进行比较分析。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法，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

予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常规护理法就是进行正常的用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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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生活指导、常规的身体锻炼、健康合理的饮食方案制订等。

个性化心理护理是指护理人员要做到在常规护理的前提下时

刻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积极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观察组的

护理内容主要包括：淤术前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让其填写焦

虑自评量表（SAS），根据评分标准来判断患者的焦虑情况，异

常者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于根据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进

行疼痛级别判定，检测是否需要实施多模式镇痛；盂进行术前

康复训练、肠道管理等；榆术中监测生命体征；虞术后患者短

时间内疼痛剧烈，疼痛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给予镇痛泵

多模式镇痛；愚饮食上，让患者多食易消化食物，更快地恢复

胃肠功能；舆心理上给予积极的态度，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

让患者多了解肿瘤疾病的相关知识，建立康复信心；余协助患

者进行康复训练，注意术后并发症，多观察患者的身体情况，

若发现并发症，及时采取恰当的治疗方案。

2.3 判定标准

采用试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了解程

度、护理满意度，利用 SAS 来评价患者的焦虑等级，利用生活

质量评价表（SF-36）来评价患者的身心健康状况。护理人员在

术后跟进三个月，回收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3]。

2.4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百分比）和计量资料（均数依标准差）分别采用

字2 检验和 t 检验，P约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数据使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4]。

3 结果

3.1 两组焦虑程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发生率为 31.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57.1%，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P约0.05）（见表 1）。

3.2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身心健康、适应社会能力指标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P约0.05）（见表 2）。

3.3 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8.56%，高于对照组的

93.64%；观察组患者的康复知识掌握程度为 94.21%，高于对

照组的 92.13%，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P约0.05）。

4 讨论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极高，尤其多发于老年群体，而老

年人患肿瘤时会伴随许多并发症，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等基础性疾病，无形中增加了治疗难度。由于老年人的脏器功

能衰退，机体免疫力及药物治疗耐受力均明显下降，心理健康

水平及生活质量较低，治疗过程中护理方法的选择就尤为重

要。只有做好护理工作，才能确保老年肿瘤患者积极配合治

疗，早日康复。综合分析老年患者的心理特征，其更容易情绪

焦虑、恐慌，所以要实施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干预，使患者抵消

不良情绪，加速病情恢复，积极配合治疗。老年肿瘤患者机体

功能衰弱，自我感觉不适，生活质量下降，心理上就会出现情

绪波动，消极情绪随之而来。老年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性也降

低，很难在手术治疗或放化疗治疗中得到很好的治愈效果。老

年患者对于肿瘤疾病的治疗方法也不熟悉，产生焦虑、恐慌的

心理是很正常的。

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4 月诊治的老年肿瘤

患者 70 例，采用随机分配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

予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通过试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患者

对康复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护理的满意度、身心健康情况以及

是否存在焦虑恐慌现象。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焦虑发生率

为 31.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57.1%；观察组患者的身心健康、

适应社会能力指标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为 98.56%，高于对照组的 93.64%；观察组患者的康复知识掌

握程度为 94.21%，高于对照组的 92.13%，差异在统计学上均

具有意义（P约0.05）。

5 结语

综上所述，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对老年肿瘤患者进行心

理疏导，能够取得显著的治疗效果，降低患者的焦虑感和恐慌

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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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人数/例 无焦虑/例 轻度/例 中度/例 重度/例 焦虑发生率/%
观察组 35 24 6 4 1 31.4
对照组 35 15 12 6 2 57.1

表 1 两组患者的焦虑程度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人数/例 身体状况/分 心理健康/分 社会适应力/分
观察组 35 37.2依3.5 37.8依3.1 30.6依3.1
对照组 35 32.2依3.1 30.6依3.1 32.0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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