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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心理护理模式在鼻咽癌放疗期间的效果评价"

马慧珍!王宗烨!丁丽萍!李
!

倩!何慧娟!杜惠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

医院放疗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分级心理护理模式对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症状及生存质量的影响!为临床开展有效的

心理护理模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放疗科接受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临床配对筛选该院
!"#%

年
&

!

#!

月进行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给予

鼻咽癌放疗常规护理!观察组按照放疗期间
aMV0)"

症状自评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YacL

#及口腔黏膜反

应评分进行分级心理护理$比较
!

组患者
aMV0)"

&

YacL

&食欲情况&口腔黏膜损伤程度&放疗相关并发症和生

存质量$结果
!

经过分级心理护理!观察组
YacL

及食欲较对照组均有明显改善"

5

$

",".

#%口腔黏膜损伤程

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cVc0M$"

患者在社会角色功能&情绪和记忆功能!以及放疗相关并发症等方面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结论
!

鼻咽癌患者在放疗的不同阶段开展分级心理护理!效果优于常规心

理护理!可明显降低患者负性情绪!减轻放疗相关并发症!促进患者康复并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鼻咽癌%

!

分级心理护理%

!

生存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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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

UYM

%是指起源于鼻咽黏膜上皮的恶性

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

部恶性肿瘤之首(

#

)

'目前#放射治疗是鼻咽癌治疗的

首选方式#但通常
+

"

%

周的放疗周期#治疗过程中还

可能伴随一系列的并发症#如口鼻咽部黏膜损伤*中

耳炎*放射性皮炎*吞咽困难*胃肠道反应等不适症

状#给患者生理*心理造成巨大痛苦#严重影响其生活

质量*疾病康复甚至生存期(

!

)

'因此#准确评估鼻咽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AQ7?M>45

!

W7=7DA7@!"#)

!

N3>,#+

!

U3,!

"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

!"#+̂ IM"#".%".

%'

!!

作者简介!马慧珍#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护理管理*护理心理及临床护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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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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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放疗期间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帮助患者识别在

治疗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而导致的负性情

绪#并积极面对*及时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

针对癌症患者心理干预手段多为简单的心理支持#尚

缺乏系统的心理干预方法'

ULMRTVa

(

$

)在
!""$

年

编纂了,临床心理护理指南-#书中阐述了心理护理的

层级原则并对心理护理进行层次划分#本研究借鉴此

分级心理护理模式#结合护理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对不同级别的心理问题给

予相应的心理护理指导#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帮助患

者对自身疾病及治疗过程形成正确的认识#排除不良

情绪困扰#改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现报道如

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放疗科接受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作为对照组#

!"#%

年
&1#!

月本院进行治疗的鼻咽癌患者通过临

床配对筛选作为观察组'最终纳入病例共
%*

例#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纳入标准!$

#

%符合鼻咽癌临

床诊断'$

!

%经向患者说明研究目的后#愿意参与本项

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

%生活自理能力$

PYa

%

评分!

&

+"

分'$

&

%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感觉*理解力

正常#有一定的表达沟通能力'排除标准!$

#

%

PYa

评

分!

$

+"

分'$

!

%认知功能障碍及语言沟通障碍者'

$

$

%同时合并其他严重急慢性疾病者'

!

组患者平均

年龄分别为$

&.,#+d#","$

%*$

&+,*.d),%+

%岁#按国

际抗癌联盟肿瘤分期法进行分期(

&

)

'

!

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鼻咽癌放疗常规护理#内容

包括病情观察*专科基础护理*饮食护理*口腔护理*

并发症预防及症状干预*健康宣教*出院指导等#护理

活动根据专科护理程序全面展开'观察组借鉴临床

已有的分级护理模式(

.

)

'结合实际#根据患者身心状

态的不同#区分轻重缓急给予不同级别的心理护理#

提高心理护理的实效性'

$,'

!

心理护理分级标准

$,',$

!

放疗前心理分级及干预
!

患者入院当天#责

任护士发放
aMV0)"

症状自评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

该量表
)"

个项目#归纳为
)

个症状因子#采用
#

"

.

级评分#症状严重程度与分数高低呈正比#分数越高

提示症状越严重'根据评分结果给予不同级别的心

理护理#以更好地提高心理护理的针对性#进一步提

升心理护理的有效性'见表
#

'

$,',/

!

放疗期间心理分级及干预
!

患者放疗约
*

"

#!

次后#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YacL

%*口腔黏膜

反应评分表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评分结果给予分级

心理护理'见表
!

'

表
#

!!

aMV0)"

评分分级心理护理措施

心理护理分级
aMV0)"

评分 具体措施

#

级 总分
$

#+"

分&单因子分数
%

!

分&阳性

项目数
$

&$

个

与患者建立建和谐护患关系!$

#

%新入院患者#详细介绍病区环境#缓解其紧

张陌生感&$

!

%治疗前带领患者熟悉放疗机房#介绍放疗过程#需要患者配合

的要点#帮助患者以自然心态接受治疗&$

$

%护理过程中主动沟通#做好解释

工作与知情同意#保护患者隐私

!

级
#+"

分
'

总分
'

!."

分&

!

分
$

单因子

分数
$

$

分&阳性项目数
%

&$

个

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个体差异性#动态评估并及时介入心

理干预!$

#

%根据
aMV0)"

量表评分结果进行针对性访谈#了解患者出现的主

要负性情绪#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

%找出认知偏差#正性引导#针对患者的困

惑进行健康指导#提供信息的支持和帮助&$

$

%鼓励家属关注并积极参与患者

的护理中#包括饮食护理*皮肤损伤护理和功能锻炼#同时给予患者心理支

持&$

&

%指导患者进行放松训练#缓解心理紧张不安感

$

级 总分
%

!."

分#单因子分数
%

$

分&阳性

项目数
%

&$

个

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基础上#针对不良情绪开展个体辅导#必要时请心理医

师会诊或转介!$

#

%此级患者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医务人员需密切关注其语言

及行为举止#协同家属加强陪伴*倾听#避免患者独处&$

!

%通过访谈#开放式

提问#观察患者表情及情绪变化#分析具体的心理问题&$

$

%责任护士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引导患者逐步认识病情并学会直面困难不逃避#提高治疗的依

从性&$

&

%必要时请心理医师会诊#遵照医嘱进行护理

$,1

!

评价指标
!

$

#

%心理状况!干预前后采用
aMV0

)"

症状自评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

!

%

YacL

量表(

+

)

!

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师编制#信度和效度较

高#用于评定被试者最近
#

个月的睡眠质量'

YacL

总分
!#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以
YacL

&

*

分作为判断睡眠障碍的标准'$

$

%食欲数字模拟评

分表!

"

"

#"

分#得分越低#表明食欲下降越明显'$

&

%

口腔黏膜反应(

%

)

!

"

级表示无反应&

&

级表示黏膜出现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AQ7?M>45

!

W7=7DA7@!"#)

!

N3>,#+

!

U3,!



充血#轻度疼痛可耐受&

'

级表示充血且出现斑点状

黏膜#中度疼痛#需药物干预&

(

级表示出现重度疼

痛#仅可进食流质饮食'黏膜炎占照射区的
.-

&

)

级

表示黏膜大面积溃疡#并出现脓性分泌物#患者剧痛

无法进食'$

.

%生存质量评分标准(

*

)

!依据
OT/2M

cVc0M$"

计分公式#共
$"

个项目#包括
.

个功能量

表*

$

个症状量表#属于题组#以多项结果合并积分#单

独题以单题积分'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Yaa#%,"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Nd>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

验#

5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YacL

分级心理护理措施

心理护理分级
YacL

评分 具体措施

#

级
YacL

$

*

分&口腔黏膜反应
"

"

&

级

$

#

%加强沟通交流#鼓励患者树立信心#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治疗&$

!

%随着放疗次数的

增加#伴随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会给患者带来焦虑不安#护士应及时细心观察患者

的情绪波动&$

$

%对患者的提问耐心倾听#及时给予解释#消除患者的疑虑

!

级
*

分
'

YacL

$

#.

分&口腔黏膜

反应
'"(

级

$

#

%面对逐渐加重的局部反应#护士详细讲解治疗*护理方法#督促患者严格遵照医

嘱执行&$

!

%同放疗前
!

级护理#帮助患者分析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对患者不适主

诉及时反馈*协助解决&$

$

%准确评估口腔黏膜反应#指导患者正确的口腔清洁及护

理方法#并给予适当药物干预

$

级
YacL

%

#.

分&口腔黏膜反应
)

级

$

#

%促进患者掌握口腔黏膜正确护理方法#积极预防感染#同时通过成功病例给予积

极的心理暗示#告知放疗结束后黏膜皮肤可逐渐修复&$

!

%同放疗前
$

级心理护理#

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及睡眠情况#必要时给予镇静催眠药#以保证患者安全作

为工作重点&$

$

%鼓励家属陪伴#给予连续支持和鼓励#及时肯定患者的进步#增强患

者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表
$

!!

!

组患者放疗前后症状自评及睡眠质量和食欲结果比较$

Nd>

%

项目
放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 5

放疗后

观察组 对照组
; 5

aMV0)" #,."d",!% #,."d",&! ",$!% ",%&* #,&"d",!$ #,."d",!% 1#,$$+ ",!#$

YacL +,&"d$,"! %,)"d",%# 1",&!# ",+*! .,%"d!,+$ %,.%d!,#$ 1!,$!% ","&+

食欲
#,$"d",&+ #,!"d",+$ ",$#$ ",%.& .,$"d#,&$ $,#.d",*! !,+)! ","$"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放疗前后症状自评及睡眠质量和食欲

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放疗前
aMV0)"

总平均分*

YacL

*

食欲变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观察组

放疗后
aMV0)"

评分有不同程度下降#而
YacL

及食

欲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见

表
$

'

/,/

!

!

组患者口腔黏膜反应情况结果比较
!

经过分

级心理护理#观察组患者发生
(

*

)

级口腔黏膜炎的

百分率为
%,+)-

#对照组为
!$,"*-

#观察组患者发

生
(

*

)

级口腔黏膜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e&,)"

#

5

$

",".

%'见表
&

'

/,'

!

!

组患者生存质量及相关症状评分结果比较
!

经过分级心理护理#观察组患者在社会角色功能*情

绪和记忆功能#以及放疗相关并发症等方面优于对照

组$

5

$

",".

%&特别对改善患者口干*局部皮肤损伤*

体质量下降等方面优于对照组 $

5

$

",".

%'见

表
.

*

+

'

表
&

!!

!

组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情况结果比较&

-

$

-

%'

组别
例数

$

-

%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生存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Nd>

#分%

组别 身体功能方面 社会角色功能方面 情绪和记忆功能方面 生活质量自我评价方面 经济状况方面 放疗相关并发症

观察组
#*,)#d!,#+ +,!.d",&& #$,"d!,!. &,).d#,#$ !,+%d",)# !&,+d!,##

对照组
#",".d!,$+ %,!$d",). #&,)d!,.! .,"*d#,!% !,*+d",)! !+,)d!,$#

; ",.+. ",#+. !,*)# ",$%. ",%$# &,&"#

5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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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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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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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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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患者放疗相关症状评分结果比较$

Nd>

#分%

组别 口干 张口困难 颈部皮肤损伤 声音嘶哑 体质量下降程度

观察组
!,)$d",%! $,!.d",.. !,*#d",%. $,$#d",*. !,*%d",+#

对照组
$,!.d",)" $,$$d",.+ $,$"d",.. $,!.d",%+ $,$)d",%+

; !,.+! ",.+) ",#++ ",#%) !,&%.

5 ","!% ",++. ",""$ ",*%" ","#+

'

!

讨
!!

论

',$

!

分级心理护理帮助患者降低不良感受#促进患

者康复
!

英国人尼科尔斯的,临床心理护理指南

$

!""$

年%-对相关心理护理层次进行划分!第
#

水平

是察觉#第
!

水平是干预#第
$

水平是心理治疗(

$

)

'

分级心理护理是根据患者心理反应及相关症状的不

同给予不同级别的心理护理(

)

)

'目前#临床报道分级

心理护理的文献较少#长期以来#对患者心理应激反

应#医务人员多采用言语上的劝慰或疏导#缺乏针对

性#尤其对存在严重心理危机的患者由于风险预见性

不足*心理干预不及时#导致更严重的病态#甚至伤害

自己和他人'鼻咽癌病变位置隐蔽#邻近有丰富的血

管*神经*淋巴组织等#导致手术治疗困难大*风险高#

但由于并发于鼻咽腔的大部分肿瘤属于对放射治疗

灵敏度较高的鳞癌#决定了放疗为其首选和主要治疗

手段(

#"

)

'随着放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精准放疗

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更多的鼻咽癌患者带来临床效

益'但放疗是把双刃剑#在治疗肿瘤的同时仍不可避

免会出现一些放疗的不良反应#如不同程度的口干咽

燥*黏膜水肿*吞咽困难*张口受限*甚至溃疡#坏死'

躯体的不适导致多数鼻咽癌患者在治疗期间伴随焦

虑*悲观*抑郁等负面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和康

复(

##

)

'故心理学家认为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有效的心

理辅导及有效干预对改善其心理状态具有重要意

义(

#!

)

'本研究采用分级心理护理干预#在放疗前和放

疗期间患者应用
aMV0)"

*口腔黏膜反应及
YacL

评分

量表进行评分#结果作为分级依据#对心理问题较轻

的患者给予
#

级心理护理#采取共性心理干预&对心

理状态不稳定#负性情绪较重的患者给予
!

级心理护

理#放疗前及时介入情感支持*放疗期间动态评估进

行个体化心理辅导和支持&对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患

者采取
$

级心理护理#护理重点在
!

级心理护理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专科医师的介

入治疗'围绕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的心理需求制订

护理内容#不仅充分评估不同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时

还动态*连续兼顾患者在放疗前*中*后各时段的情绪

变化#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用专业知识向患者做

详细的解释说明#帮助患者扫除心理障碍#通过临床

干预#使患者有足够心理准备#主动克服困难#从而明

显缓解患者紧张*焦虑情绪'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
aMV0)"

评分呈现下降趋势#睡眠质量*食欲情

况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5

$

",".

%'经过分级心理护

理#鼻咽癌患者能够科学*正确对待疾病#积极配合治

疗#进行规范口腔清洁*护理及锻炼#系统性护理有助

于抑制放射性黏膜损伤的加重#减少患者痛苦'本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

*

)

级口腔黏膜炎发生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

5

$

",".

%'

',/

!

分级心理护理帮助患者降低放疗不良反应#提

高生活质量
!

头颈部肿瘤由于病变位置的特殊#常影

响到患者的容貌*言语*吞咽*咀嚼甚至呼吸#给患者

身心造成巨大影响'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出现不同

程度的咽痛*口干*吞咽困难*颈部皮肤纤维化*味觉

异常#以及耳鸣*听力下降等症状#使患者承受生理*

心理双重折磨#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部分患者甚

至无法耐受#放弃治疗(

#$0#&

)

'因此#临床急需切实有

效的心理护理模式以帮助鼻咽癌患者解决心理困扰'

随着优质护理服务内涵的不断延伸#心理护理已成为

临床护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分级心理护理是根

据患者心理反应及相关症状的轻*重*缓*急给予不同

级别的护理内容和干预重点#从而为患者提供个性化

的心理护理服务'本研究分级心理护理模式首先建

立在良好的护患关系基础上#针对患者阶段性的心理

问题进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实施不同级别的心理

干预'通过分级心理护理#进一步增进护患沟通#及

时给予患者足够的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帮助患者重

建自信#进而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本研究结果显示#

采取分级心理护理#对改善患者社会角色功能*情绪

和记忆功能#以及放疗相关症状等方面作用明显#特

别对降低局部皮肤损伤*放射性口干及体质量下降等

方面的作用显著'

综上所述#针对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不同阶段的

心理状况实施分级心理护理#有效满足患者心理护理

需求#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降低放疗的不良

反应#促进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临床护理工作

提示应建立科学*量化评估机制#探索分级心理护理

新模式*新思路#通过为患者提供连续*专业*系统的

心理护理#帮助患者克服紧张焦虑不安#建立积极心

理防御机制#增强治疗的依从性#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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