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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究整体护理结合人文关怀干预对于宫颈癌围术期病人心理及生活质量等的

影响,探讨其在临床应用中的可行性及优势。方法：选取本院50例接受宫颈癌手术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

象,按照随机分配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25例)和对照组(25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采

用整体护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干预。主要观察指标包括：焦虑和抑郁状态评分(采用HAMA、

HAMD量表),以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EQ-5D量表)。通过对比2组患者在术后康复、心理状态及生活质

量等方面的差异来评价干预措施实施后的疗效。结果：观察组在术后焦虑和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的改

善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整体护理结合人文关怀干预可有效

改善宫颈癌患者手术后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等,临床意义和推广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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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holistic nursing combined with humanistic 

care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ervical cancer surgery, and to explore its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ho received cervical cancer surger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25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25 cases) using a 

random allocation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rvention combining holistic nursing and humanistic care. Key observation 

indicators includ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using HAMA and HAMD scales),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s (using EQ-5D scal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improvements in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ll difference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lt;0.05). 

Conclusion: Holistic nursing combined with humanistic ca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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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宫颈癌是世界范围内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并且发病率及

死亡率逐年升高,对患者生理及心理都造成很大负担。对宫颈癌

患者而言,手术是目前最为普遍和主要的手段。但术后恢复期生

理及心理变化不仅影响病人整体康复速度,而且影响病人远期

生存质量。如何有效地提高围术期病人生理,心理及生活质量已

成为临床治疗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整体护理注重多方面

着手,注重病人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等综合需要,突出护理干

预个性化,全程化及连续性[1]。人文关怀作为一种心理干预手段,

强调对患者情感的支持和心理的疏导,旨在帮助患者在面对各

种疾病和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将整体

护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既可以改善病人身体症状又有助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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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理状态调整和生活质量提高[2]。因此,本研究旨在综合研究

整体护理及人文关怀干预在宫颈癌患者中的多维度作用,以期

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一种新型干预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于2022年1月至2024年1月间选择50例于本院行宫颈

癌手术治疗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配法将患者分为观察

组(25例)和对照组(25例),均满足宫颈癌临床诊断标准并属于

首次治疗。所有病人术前均签订知情同意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研究同意。患者的纳入标准为：(1)年龄在30-70岁之间；(2)

病理学确诊宫颈癌；(3)未发生严重的心,肝,肾三脏系统疾病；

(4)术前经普通体检未发现严重合并症。 

排除的标准有：(1)术前已有放疗或化疗；(2)精神疾病史

等；(3)在研究中使用的护理方法或者药品会产生过敏反应。按

照随机分配法将全部病人随机分成2组各25人。两组患者年龄、

病程等基础临床资料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护理。护士在手术前会向病人

提供健康教育,内容包括手术流程说明,手术前准备以及手术

后注意事项等。护士会给病人情感上的支持,保证病人理解术

后可能发生的症状,从而帮助病人缓解对手术的恐惧。手术后

护士将按照常规对病人实施护理干预并对其生命体征实施监

测,以保证病人手术后获得有效抗感染治疗及疼痛控制。手术

后病人进食,排泄,活动等常规护理均按医院护理标准进行。另

外,还对病人焦虑和抑郁状态作了常规评价,而没有给予针对

性干预。 

1.2.2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加用整体护理及人文关

怀干预。具体的内容如下：(1)术前心理干预：病人术前应接受

集体或单项的心理疏导,以帮助他们了解病情的本质及治疗方

案,为病人提供情感支持。通过与病人沟通,减轻了病人对手术

的焦虑及恐惧,并对病人进行个性化心理护理。(2)术后护理：术

后护理继续采用整体护理思想,除常规生命体征监测,药物管理

等护理措施外,着重病人心理状态,疼痛管理,生活质量康复等。

护理人员定期和病人交流,协助病人及时处理手术后的不适感,

例如伤口护理,小便问题,食欲不振等等,以保证病人生理需求

能及时化解。(3)人文关怀干预：将人文关怀贯彻于护理全过程,

护理人员对病人进行个性化护理方案制定,重视病人的情感需

求并协助病人调节不良情绪。护理人员经常给病人情绪关怀并

提供积极心理支持以降低其孤独无助感。(4)生活质量评估及健

康教育：手术后护理人员采用EQ-5D量表对病人生活质量进行评

价。依据评估结果对病人恢复期生活方式的调整做进一步的指

导,其中包括对病人在饮食,作息和锻炼上进行健康教育。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设如下主要观察指标综合评价整体护理结合人文关

怀干预在宫颈癌围术期疗效中的作用： 

(1)焦虑与抑郁状态：使用了HAMA(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量表,而对于抑郁症状,选择HAMD(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量表进行评估。通过对焦虑、抑郁水平的评价来

体现病人术后心理干预效果。(2)生活质量：应用EQ-5D量表对

病人术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价。EQ-5D量表涉及健康状况,功能状

态,疼痛感受和心理健康,可综合反映病人术后生活质量。(3)

疼痛管理效果：采用VAS(视觉模拟评分法)对病人术后疼痛严重

度进行评价。疼痛是宫颈癌病人手术后常见不适症状,及时进行

疼痛控制能有效地提高病人恢复状态及生活质量。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运用SPSS 2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

分数表示,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P<0.05以下,被认为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焦虑与抑郁状态的改善 

焦虑、抑郁状态评价1周后及1个月后观察组焦虑、抑郁得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手术后HAMA、HAMD得分明显降低,

对照组改变不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焦虑与抑郁状态的改善比较 

组别
术后1周焦虑评分

(HAMA)

术后1周抑郁评分

(HAMD)

术后1月焦虑评分

(HAMA)

术后1月抑郁评分

(HAMD)

观察组 10.15 ± 3.04 9.22 ± 3.12 8.32 ± 2.41 7.40 ± 2.08

对照组 14.10 ± 3.02 13.45 ± 3.20 12.10 ± 3.02 11.83 ± 2.98

P值 0.004 0.008 0.001 0.003

 

2.2生活质量的变化 

生活质量评价结果表明：观察组手术后EQ-5D评分显著优于

对照组,说明观察组手术后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尤其是疼

痛,日常活动和情绪状态,观察组改善情况好于对照组。 

表2 生活质量评分变化 

 

2.3疼痛管理效果 

观察组手术后1周及手术后一个月VA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说明整体护理结合人文关怀干预对疼痛管理有良好作用。 

表3 疼痛评分变化 

组别 术后1周疼痛评分(VAS) 术后1月疼痛评分(VAS)

观察组 2.16 ± 1.02 1.34 ± 0.81

对照组 3.12 ± 1.23 2.48 ± 1.02

P 值 0.001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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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文旨在探究整体护理结合人文关怀干预对宫颈癌患者围

术期的影响。从焦虑及抑郁状态,生活质量及疼痛管理等大指标

评价表明：整体护理配合人文关怀干预对宫颈癌患者围术期治

疗有明显积极影响,特别是在改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疼

痛管理等方面显示了较明显优势。 

首先,焦虑和抑郁症状减轻为本研究之重要结论。经HAMA

及HAMD量表评定,观察组患者术后一周及一个月焦虑及抑郁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心理状态是癌症患者治疗过程中常常被

忽视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患者的治疗效

果和恢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焦虑与抑郁既影响了患者治疗

依从性又可加剧术后康复进程。人文关怀干预可以从情感支持,

情绪疏导以及心理咨询等多个方面进行关怀,有助于患者在术

后康复过程中更好的面对心理挑战[3]。整体护理旨在通过提供

定制化的护理服务和情感关怀来增强患者的信任和安全感,从

而有效地减轻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故本实验结果证实围术

期增加人文关怀干预可明显改善宫颈癌病人心理状态、治疗顺

应性及生活质量。 

其次,改善生活质量也成为了本次研究中突出的亮点。观察

组术后一周及一个月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整

体护理结合人文关怀干预对于患者术后康复有显著积极作用。

生活质量对评价病人健康状态及治疗效果至关重要,特别是癌

症治疗期间,病人经常会遇到术后疼痛,体力下降及功能障碍等

诸多问题[4]。整体护理从规范护理流程,疼痛管理及术后康复训

练等方面入手,有助于减轻病人身体不适及日常功能的恢复。但

人文关怀通过情感支持,陪伴及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病人重新

找回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增强了病人的生活满意度。研究显示

综合护理干预对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作用,与研究结

论相符。所以,宫颈癌患者围术期护理时,将整体护理和人文关

怀结合起来,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行之有效的方法。 

最后在疼痛管理上,观察组术后一周及术后一个月疼痛得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整体护理结合人文关怀干预对于减

轻术后疼痛有显著作用。宫颈癌病人手术后疼痛的处理是围术

期护理的核心,疼痛在加重病人身体负担的同时,也可引起病人

情绪不稳,睡眠障碍及其他心理问题。顺利实施疼痛管理策略可

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降低术后并发症。本次研究观察组患

者采用整体护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方式对手术后疼痛管理效

果较好,进一步验证整体护理及人文关怀综合干预模式对减轻

手术后疼痛和促进康复的意义[5]。 

总体来看,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整体护理配合人文关怀干预

可明显改善宫颈癌围术期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和疼痛管理的临

床效果明显好于传统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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