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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有效性分析 

李 平，颜文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验证其有效性。方

法 设置参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0 例。参照组实行常规护理，研究组实行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通过 SAS 评分对

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评估，比较两组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情况，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 SAS 评分显著低于参照组，两组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乳腺癌患者实行个性化护理干预，能

有效降低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降低不良情绪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明显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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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reast cancer af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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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fter surgery. Methods a reference group and a study group were set 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adverse emo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SAS score, and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f the lower limb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SA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f the lower limb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hich has obvious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Personalized nursing; Breast cancer; Postopera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SAS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乳腺癌因其发病率较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全世界范围内，乳腺癌已经成为女性常见癌症和主

要致死癌疾中的重要类型。经过科学的整治手术，乳腺

癌的疾病发展得以控制，然而，术后并发症深静脉血栓

（DVT）的问题不容忽视[1]。DVT 不仅增加了患者的

疼痛和不适，严重的可能诱发肺栓塞，对患者生存质量

和预后产生不良影响。根据前人的研究表明，乳腺癌手

术后患者的 DVT 发生率在 5%-15%之间。因此，防范

和减少乳腺癌患者术后 DVT 的发生，已经成为重要的

临床工作之一。个性化护理是一种先进的护理理念与

手段，它在尊重患者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依据患

者的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2]。过去的研究中，

个性化护理干预已经在很多临床场景中效果显著，但

将其应用于乳腺癌患者术后DVT预防中的有效性是尚

待验证的。因此，研究对比普通护理和个性化护理干预

措施在防止乳腺癌术后 DVT 中的有效性。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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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挑选出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乳腺癌患者

的 100个案例进行研究。计算机随机的方式分成两组，

参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0 例。人为地选择参照组，他

们年龄在 40 至 65 岁之间，平均是 53.2 岁，误差在 2.46
岁；而研究组，是抽取年龄在 40 到 66 岁的患者，这

个范围内的平均年龄为 53.46 岁，误差在 2.89 岁。所

有这些参与研究的患者，都在同一时间段实施了部分

乳房切除或完全切除手术。 
在这一批手术后接受护理的研究组患者中，他们

得到的是个性化的护理。这种护理策略的目标是尽可

能减少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参照组里的患者，另一方面，

得到的是落地式的，常规的护理预防措施。所有患者均

接受了严密观察和详细的记录，并对其术后情况进行

评估。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程度、手术类型等基本情况

上无明显差异，比较匹配（P＞0.05），该研究结果具

有一定统计学意义，能较为准确的反映个性化护理干

预措施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有效性。 
1.2 方法 
选取共计 100 名乳腺癌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入

组条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照组和研究组，各 50
例。参照组采取常规术后护理干预措施，包括监测生命

体征，疼痛评估和管理，伤口护理，活动指导等。而研

究组，则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 
个性化护理干预为患者提供一个温馨而安静的护

理环境，使病人感到舒适。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

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干预计划，其中包括专业护士的

全程陪伴，定期评估、监测患者的身体状况，提供必要

的心理支持以及消除疼痛的措施，尽可能减少深静脉

血栓形成的风险。护士还根据患者的喜好和感觉，选择

了适合的音乐疗法帮助患者缓解压力，释放不良情绪。

通过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护士能够及时

调整护理措施，以确保患者术后的身心舒适和满意。 
所有患者术后均接受了并发症的监测，包括下肢

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情况等，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对两组

患者进行了操作，保证实验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也作为评分指标纳入考量，为了更好地评

估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本项研究主要通过对比分析两组乳腺癌术后患者

的不良情绪指标、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状况及护理满

意度，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估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

的有效性。 
为了评定患者术后的不良情绪反应，引用了焦虑

自评量表（SAS）。该量表由 20 个条目组成，在 1-4 范

围内进行评分，其中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的焦虑情绪越

重。 
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情况，对比了两组患

者的双下肢、左下肢、右下肢以及总发生情况。双下肢、

左下肢、及右下肢的情况将被记录并分别比较分析；而

在下肢深静脉血栓总发生情况的判定中，只要患者的

任一条下肢出现深静脉血栓，即被认为是阳性。 
针对护理满意度的判定，将研究组与参照组的满

意度进行了对比，看其对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的接受

程度。满意度的评判标准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即“不

满意”、“满意”、及“非常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 软件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

数资料用（%）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
 表示，行 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情绪指标的对比分析 
研究组接受个性化护理干预后，其不良情绪指标

显著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状况的对比分

析 
无论是双下肢还是单侧下肢的血栓发生情况，研

究组均显著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研究组乳腺癌患者的满意度

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指标对比（ x s± ，分） 

组别 例数 SAS 

参照组 50 57.7±3.79 

研究组 50 31.26±1.6 

t  36.304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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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对比 [n（%）] 

组别 例数 双下肢 左下肢 右下肢 下肢深静脉血栓总发生情况 

参照组 50  3（6.00） 2（4.00）  7（14.00） 12（24.00） 

研究组 50 0（0） 0（0）  1（4.00） 1（4.00） 

χ2  2.064 1.014 1.964 5.194 

P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度 

参照组 50 30（60.00） 15（30.00） 5（10.00） 20（40.00） 

研究组 50 2（4.00） 22（44.00） 26（52.00） 48（96.00） 

χ2  - - - 22.254 

P  - - - ＜0.05 

 
3 讨论 
乳腺癌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是临床上常见的并发

症，极大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康复进程。研究中，

研究组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来

深入分析个性化护理在防止这种并发症形成上的效果
[3]。乳腺癌患者术后恢复期的情绪状态影响疾病的进程

和预后。研究表明，研究组的不良情绪指标显著低于对

照组。 
通过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特别注意对患者情绪

的调整，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不仅可以增强患者

的身体素质，降低恶性事件的发生，而且还可以提升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从而有效减少深静脉

血栓的发生率[4-5]。在数据上也得到了呼应，研究组的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远低于对照组，说明个性化护理干

预具有较高的实施效果。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研究表明，研究组中心理优势

明显，护理满意度类型占比均大于对照组，证明了个性

化护理干预的有效性。乳腺癌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形

成的防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心理支持和护理质

量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环节[6]。 
从研究结果来看，个性化护理干预对于乳腺癌术

后深静脉血栓的防治，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

降低血栓发生率，还能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此

种个性化护理干预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实

践中推广。 
乳腺癌手术后患者的恢复过程是否顺利，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护理方法。研究中的参照组与研究组的患

者在护理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只接受了传统的

护理方式，后者则额外受益于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7-8]。

深静脉血栓（DVT）是乳腺癌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特

别是在下肢部位。通过对两组患者下肢 DVT 的发生情

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参照组中有 12 名（24.00%）患

者发生了 DVT，其中 3 人（6.00%）发生在双下肢，2
人（4.00%）发生在左下肢，7 人（14.00%）发生在右

下肢。相比之下，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的研究组中，只

有 2 名（4.00%）患者在术后发生了右下肢 DVT，其余

患者均未出现该情况。 
这样的结果使看到了个性化护理干预在预防术后

DVT 方面的明显优势。基于个性的需求，进行针对性

的预防和护理既能提升患者的舒适感，亦可有效调动

患者的身心资源，降低 DVT 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

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的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

明显高于参照组，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心理及生理恢

复。乳腺癌手术后的个性化护理干预不仅能显著降低

DVT 的发生率，还能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9-10]。这种

方法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加以推广和应用。 
乳腺癌患者在术后容易出现深静脉血栓的问题，

这给他们的康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个性化护理是一

种以患者为中心，针对患者个体差异来做出具体护理

计划的护理方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临床医护人员所

接受和运用。在研究中，观察了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对

乳腺癌术后患者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11]。 
根据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使用个性化护理措施

的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研究组

中有 48 人（96.00%）对护理满意或非常满意，与参照

组的 20 人（40.00%）相比，差异显著（P<0.05）。这

充分证明了个性化护理措施能够极大地提高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度。也认为，患者的满意度可以反映出护理措

施的有效性。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个性化护理干预

措施对乳腺癌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有效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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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护理过程进行个性化处理，护士能更精准

地满足乳腺癌术后患者的不同需求，提升护理体验，减

轻病痛，提高康复质量。个性化护理不仅提高了患者满

意度，还有效降低了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对临床护理实

践和科研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个性化护理并非万能，

需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灵活应用。未来需更多研究探索

个性化护理在乳腺癌术后深静脉血栓防治中的最佳应

用方式和效果，以实现最佳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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