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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术后灌注护理使用延续性护理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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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青田县人民医院 浙江 丽水 323900）

【摘要】目的：研究在膀胱癌术后灌注护理中使用延续性护理方案的实施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
者 50例开展实验，时间为 2019年 5月至 2021年 2月，通过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25例。 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的方法，实验组在
参照组基础上应用延续性护理方案，观察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以及生活质量。 结果：两组在心理状况、生活质量的对比上存在差
异，实验组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 ＜0.05）。 结论：延续性护理方案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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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属于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临床上治疗主要
用手术切除病变组织，但有较高的复发率，故而术后对患者进
行膀胱灌注。 受膀胱灌注插管、疾病本身等因素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为此产生严重的负面情绪[1]。因而，应切实
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干预。基于此，本次实验围绕膀胱癌术后灌
注护理中使用延续性护理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探讨。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 50例进行实

验， 时间 2019年 5月至 2021年 2月， 通过数字表法分为两
组，各 25例。 参照组男 14例，女 11 例;年龄 50~73岁，平均
（61.54±2.67）岁。 实验组男 13例，女 12例;年龄 50~74岁，平
均（61.79±2.35）岁。经比较发现，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
学意义（P ＞0.05），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
均符合膀胱癌的临床诊断标准，接受手术治疗;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拒绝参与此次研究者;病
史资料不完整者。本次实验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批准
开展。

1.2方法
1.2.1参照组
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的方法，包括常规出院指导、基础护

理等。
1.2.2实验组
实验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应用延续性护理方案， 具体如

下：（1）设立小组。 设立延续性护理小组，组长由医生、主管护
士分别担任。 （2）发放手册。患者离院前向其发放健康手册，手
册内容有注意事项、预后等。 （3）网络平台。通过微信平台设立
延续护理群聊圈， 接受患者的情况反馈，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解答患者的疑难问。（4）健康讲座。定期组织患者学习健康
知识，通过健康讲座的方式提高患者的认识，增强患者的自护
能力。 （5）病友会。组织患者举行病友会，鼓励病友交流、沟通，
以此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

1.3指标观察
对比 50例患者的心理状况以及生活质量情况，心理状态

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值越高表
明负面情绪越严重。生活质量应用生活质量评分表（QOL），分
值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2]。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应用

均数±平方差（x±s）表示，t值检验，计数资料应用百分比表示，
卡方检验，P ＜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对比
统计数据表明，两组患者在心理状况的对比上有差异，实

验组优于参照组，有显著差异（P ＜0.05）。 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对比（n，%）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统计数据表明，参照组 QOL评分（68.54±3.71）分，实验组

（78.53±4.08）分，实验组优于参照组（t=9.058，P =0.000），有显
著差异（P ＜0.05）。

3 讨论
此前护理患者的过程中，注重对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忽

略了患者出院后的护理，对患者的预后恢复造成影响。 因此，
对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开展延续性护理， 以确保患者预
后的改善。 延续性护理诞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一直以来被广
泛应用[2]。 其核心在于秉持以人为本理念，确保临床干预能够
延伸到患者家庭，以此来应对患者出院后的心理需求、生理需
求，从而确保患者的护理效果。 首先，这种护理方法尤为重视
健康教育，使患者可以全面看待疾病的预后，从而提高患者的
依从性。 其次，这种护理方法通过病友会、回访等方式，加强护
理工作对患者出院后生活的影响， 从而改善患者存在着的负
面情绪，继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报道指出[3]，通过应用延
续性护理方案可以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这表明患者对该
种护理方法具有较高的接受度。 总之，采用延续性护理方案对
患者进行护理，能够切实强化患者的护理效果，使患者出院后
依然能得到科学的护理，对改善其预后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在心理状况的对比上有差
异，实验组优于参照组，有显著差异（P ＜0.05）。参照组 QOL评
分（68.54±3.71）分，实验组（78.53±4.08）分，实验组优于参照组
（t=9.058，P =0.000），有显著差异（P ＜0.05）。

由此可见， 延续性护理方案应用后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
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次实验的结果同过往报道
一致，说明延续性护理方案具备应用价值，这主要与延续性护
理方案的科学性有关， 所以可在此类患者的护理中优先采用
此种护理措施，从而保证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方案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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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25 14.34±2.33 10.71±1.47 16.31±4.17 10.36±5.66

实验组 25 14.51±2.25 8.31±1.24 16.27±4.04 7.14±4.32

t 0.262 6.240 0.034 2.261

P 0.794 0.000 0.973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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