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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术前的心理护理效果

彭珍珍*

国药东风总医院，湖北� 442000

摘� � 要：目的：试析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术前的心理护理效果。方法：选取武汉协和医院在����年�月至����年�

月接收的���例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将以上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实验。结果：实验

组的6�6评分与6�6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心理健康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

满意度为��％，对照组患者的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实验组的护理总满意度要比对照组高很多，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使用心理护理的干预方式，效果十分显著，可以有效地降低

患者的负面情绪，帮助他们正确的面对疾病，勇于与疾病作斗争。所以心理护理的方式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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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DFW���EMHFWLYH��7R�DQDO�]H�WKH�SV�FKRORJLFDO�QXUVLQJ�HIIHFW�RI�SDWLHQWV�ZLWK�KHPDWRSRLHWLF�VWHP�FHOO�WUDQVSODQWDWLRQ�

EHIRUH�RSHUDWLRQ���HWKRG��2QH�KXQ�UH��SDWLHQWV�RI�KHPDWRSRLHWLF�VWHP�FHOO�WUDQVSODQWDWLRQ�UHFHLYH��E���XKDQ�8QLRQ�+RVSLWDO�

IURP�-XQH������WR�-XQH������ZHUH�VHOHFWH��DV�UHVHDUFK�RE�HFWV�RI�WKLV�H[SHULPHQW���OO�DERYH�SDWLHQWV�ZHUH�UDQ�RPO���LYL�H��

LQWR� WZR�JURXSV� IRU�WKH�H[SHULPHQW���HVXOW��7KH�VFRUH�RI�6�6�DQ��6�6�LQ�WKH�H[SHULPHQWDO�JURXS�ZDV� VLJQLILFDQWO��EHWWHU�

than� that� in�the�control�group;� the�score�of�mental�health�in� the�experimental�group�was�signi�cantly�better�than�that�in�the�

FRQWURO�JURXS��WKH�WRWDO�VDWLVIDFWLRQ�RI�QXUVLQJ�VHUYLFH�LQ�WKH�H[SHULPHQWDO�JURXS�ZDV���％��DQ��WKH�WRWDO�VDWLVIDFWLRQ�RI�QXUVLQJ�

VHUYLFH�LQ�WKH�FRQWURO�JURXS�ZDV���％��7KH�WRWDO�VDWLVIDFWLRQ�RI�QXUVLQJ�LQ�WKH�H[SHULPHQWDO�JURXS�ZDV�PXFK�KLJKHU�WKDQ�WKDW�

in�the�control�group,�and�the�difference�was�statistically�signi�cant�(��<�0.05).��RQFOXVLRQ��7KH�LQWHUYHQWLRQ�RI�SV�FKRORJLFDO�

QXUVLQJ�IRU�SDWLHQWV�ZLWK�KHPDWRSRLHWLF�VWHP�FHOO�WUDQVSODQWDWLRQ�LV�YHU��HIIHFWLYH��,W�FDQ�HIIHFWLYHO��UH�XFH�QHJDWLYH�HPRWLRQV�

of�patients,�help�them�to�face�the�disease�correctly�and��ght�against�the�disease�bravely.�So�the�way�of�psychological�nursing�is�

ZRUWK�SRSXODUL]LQJ�LQ�FOLQLFDO�QXUVLQJ�

.H��R�GV��+HPDWRSRLHWLF�VWHP�FHOO�WUDQVSODQWDWLRQ��EHIRUH�RSHUDWLRQ��SV�FKRORJLFDO�QXUVLQJ

一、前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临床治疗中，成为血液、骨髓瘤等疾

病的有效治疗方式>��。随着临床案例的增多，移植技术的成熟，使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成熟、进步，医疗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被解决。但是因患者长期受到疾病的影响，心理问题

便逐渐凸现出来，甚至还会影响到治疗效果>��。许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焦虑、不安、紧张等负面情绪，甚至

还会出现轻生的可能，所以护理人员应当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来讲，健康向上的心态会提升手术的成功

率，帮助患者早日恢复健康>��。为了研究心理护理对患者的有效干预，本文选取武汉协和医院在����年�月至����年�

月接收的���例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将以上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实验。对患者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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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常规护理以及心护护理的方式，查看最终效果。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总结武汉协和医院在����年�月至����年�月接收的���例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将以

上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实验。对照组（�� � ��），男性患者为��例，女性患者为��例，年龄为��a��岁，平

均年龄为（����������）岁；实验组（�� ���），男性患者为��例，女性患者为��例，年龄为��a��岁，平均年龄为

（����������）岁。以上所有患者均了解本次实验，都是自愿参与到本次实验中，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可以进行比较。

（二）治疗方法

���对照组

在患者入院接受治疗之后，予以患者常规的护理方式。

（�）予以患者一定的关怀，延长患者家属的探视时间。

（�）在患者开展手术之前，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实时的了解患者的心理活动；观察患者的行为活动，如

果发现有异常行为，可以对其使用心理干预。

���对照组

在患者入院接受治疗之后，予以患者使用心理护理方式。心理护理方式是从移植前、移植中、移植后这三个方面

来进行护理干预。首先从移植前来讲，应当向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讲解移植的流程，以及术前注意事项，为他们讲解

本院移植成功的案例，使得他们紧张的心情得以放松。引导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一起参观手术的病房环境；其次从移植

中来讲，尽量保证病人能够与亲人、朋友保持联系，给予患者一定的鼓励与肯定。在患者治疗期间，帮助患者分散注

意力，降低孤独的感觉；最后从移植后来讲，为患者普及一些简单的自我医疗保护的方式，指导他们了解一些潜在危

险因素。并且定期为移植手术成功的患者组织联谊活动，为移植后的病人搭建交流的平台，通过病友之间的相互交流

与鼓励，可以有效地克服他们面对疾病恐惧、不安、焦躁的心理。

（三）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临床护理效果主要可以分为6�6评分与6�6评分；观察两组患者心理健康评分，

主要从敏感、焦虑、紧张、愤怒等方面来分析；观察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评价。

（四）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6366�����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卡方检验；计量资

料采用（ � �± ）表示，以�检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通过以下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实验组的6�6评分与6�6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详细数据见表�。

表1�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 �± ），分]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实验组（��=�50） 32.7�4.7 34.9�6.3

对照组（��=�50） 56.8�7.8 57.9�6.7

� 10.5230 12.7460

� 0.0022 0.0002

（二）两组患者心理健康评分比较

通过以下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实验组患者心理健康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详细数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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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心理健康评分比较[（ � �± ），分]

组别 敏感 焦虑 紧张 愤怒

实验组（��=�50） 2.4�1.7 2.2�1.9 3.1�1.3 3.4�1.3

对照组（��=�50） 5.9�1.9 4.8�2.6 6.5�1.8 7.5�1.8

� 10.7560 9.8560 12.9223 11.3562

� 0.0023 0.0056 0.0002 0.0012

（三）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

通过以下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实验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实验组的护理总满意度要比对照组高很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数据见表�。

表3�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50） 32（64％） 17（34％） 1（2％） 49（98％）

对照组（��=�50） 14（28％） 28（56％） 8（16％） 42（84％）

χ� 11.6345 4.0404 4.3956 4.3956

� 0.0006 0.0444 0.0360 0.0360

四、讨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了，在��世纪��年代的时候，相关的医学研究者就已经开始研究

将此种技术应用到治疗当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此项技术已经成为治疗血液类疾病最有效的方

法，也是一些免疫缺陷类疾病、肿瘤类疾病的治疗方法之一。现阶段，已经有��万人次，使用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

的治疗方式>��。此项技术是对患者进行大剂量的放疗以及化疗的预处理，将正常的造血干细胞通过此项技术，传送到

患者的体内，使得患者重新恢复造血功能的一种治疗方法。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处于相对封闭的治疗环境中，接受

大剂量的放疗、化疗等，都会使得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产生较大低情绪波动，然而患者的心理变化又会严重影响到治

疗的效果与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在治疗以前，导致和出现情绪低落的原因有很多，患者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之前，就长期处于疾病的折磨

中，出于求生欲望使得患者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希望通过此项手术，使得他们能够早日恢复健

康>��。但是因为此项技术的费用较高，患病家庭在治疗的时候，经济负担也会变得更加沉重。与此同时，患者在治疗

期间需要离开自己的病房，独自进入到无菌层流洁净室，与外界彻底的隔离开，菌层流洁净室的空间特别小，治疗

中使用的医疗设施噪声较大，没有娱乐工具，并且患者的饮食也会受到限制。正是因为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所导致患

者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出现了抵制等负面的心理。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经常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现

象。或者是在肝细胞回输的时候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并且在回输的过程中，甚至还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例如白

细胞停止增长、病情加重等，使得病人出现身心疲惫、精神状态差等现象，这便是患者在治疗中的所产生的负面心理

问题。在患者完成手术之后，随着正常的造血干细胞的流入，使得患者的免疫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病情也有所好

转，身体状态也逐渐好了起来。但是此时的患者也会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例如担心病情再次发作，担心婚恋问题

等，出现既向往出院，又害怕出院的矛盾心理。还有一些患者对于自觉症状过于敏感，对于化验单据中的指标过分重

视，心理问题由敏感、焦虑、紧张、愤怒等情绪逐渐转变为过度重视身体健康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患者经

常出现头晕、头痛、口干、四肢无力等现象，但是经检查并没有出现阳性指标。

现阶段，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是一种新型的手术类型，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但是因为在手术的过程中，对患者的

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心里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很多患者在治疗期间，都出

现了较为严重的敏感、焦虑、紧张、愤怒的情绪，使得患者不能更好的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进而也会影响到后续的治

疗效果，为了改善患者的这种现象，应当对此类患者使用心理护理干预的方式，在移植前、移植中、移植后这三个

阶段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来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时候，应当从全方面考虑，所以也就

需要在患者入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应当详细地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结合患者的情况，为其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

案。例如，可以为患者采用音乐治疗的方式，为患者播放舒缓的音乐，以此来帮助患者分散注意力，并且还应当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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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与患者间的交流，多多的鼓励患者，为他们建立对抗疾病的信心，使得患者能够在治疗的过程中，全力的配合

医生，以此来提高治疗效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对此类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的时候，应当从全方面出发，并且还应当获

取到社会各界人们的支持，以此来作为患者可以依靠的后盾。

心理护理是现阶段临床护理中的关键环节。在很多时候，心理护理的效果甚至要比生理护理的效果还要明显，对

患者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对于患者的

康复治疗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对此类患者护理的时候，应当大力的推广使用心理护理的干预方式>��。使

用此种护理方式，首先，就应当明确导致患者出现敏感、焦虑、紧张、愤怒情绪的原因，并且要注意了解的方式，可

以通过聊天、玩笑等轻松愉快的方式来了解，不应当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过于生硬，不仅不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还会增加患者的畏惧心理；其次，在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的时候，应当在移植的前、中、后这三个阶段分别

使用不同的心理护理方式，以此来帮助患者正确的看待疾病，勇于与疾病作斗争；最后应当在与患者家属沟通完毕取

得家属的同意之后，在为患者叙述病情的时候，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述，尽量避免患者出现负面的情绪。

通过本次实验可知，实验组的6�6评分与6�6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心理健康的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对护理的总满意度为��％，对照组患者护理的总满意度为��％，实验组的

护理总满意度要比对照组高很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患者

使心理护理方式，可有效地提升患者的对医院护理服务的认可，降低患者的敏感、焦虑、紧张、愤怒的情绪，对于患

者而言十分有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使用心理护理，效果十分显著，可以有效地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帮助他们正

确的面对疾病，勇于与疾病作斗争。所以心理护理的方式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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