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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互联网+护理”服务对妇科癌症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及社会支持的影响。方法：选取妇科癌

症手术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予以

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互联网+护理”服务。观察两组的生存质量评分(Quality of Life, QOL)和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评分情况。结果：两组干预前的生存质量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生存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前的社会支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社会支持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互联网+护理”服务能够提升妇科癌症患者

术后生存质量及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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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on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support of gynecologic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Quality of Life Score (QOL)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
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cial suppor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
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support 
of gynecological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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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进展，目前全球范围内癌症的发病率较前显著升高，

其中妇科肿瘤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主要疾病，其发病率也呈现升高的趋势[1]。目前妇科肿瘤疾病的治疗仍

然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能够将病灶进行切除，但术后容易出现并发症，同时部分患者术后可能出现负

面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合理的护理措施，尤其是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对于患者术后

康复以及生存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2]。本研究借助目前新兴的科技方式，采用“互联网+护理”服

务对妇科癌症患者进行干预，观察其对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及社会支持的影响，具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的妇科癌症手术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经临床症状、

辅助检查明确存在妇科肿瘤且手术成功；2) 患者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 有其他重大疾病；

2) 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配合研究。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平均年

龄为(39.8 ± 4.5)岁，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患者分别有 16、24、10 例；观察组平均年龄为(39.7 ± 4.4)
岁，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患者分别有 18、22、10 例，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可以比较。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2.2. 干预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措施，内容包括入院护理以及基础护理与用药护理、生活起居干预等。观察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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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护理”服务，即采用信息化技术对患者出院后的康复与复诊进行跟踪随访与指导[3]：1) 成立

信息化护理管理小组：由护理部牵头，科务委员会组织，护士长负责，本着科室高年资护理人员自愿报名

的原则，通过考核择优录用小组成员。此外，由医院护理部、预防感染科、麻醉科、信息科等科室指派专

人组成质量控制小组对护理质量进行监控。2) 护理小组培训：由护士长负责，组织护理小组进行培训，首

先应当通过讲解护理质量改进的意义，提升护理人员对护理质量的关注度。护理模式方面主要培训内容包

括信息化平台的使用方法，患者追踪管理方法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要点，并且定期召开总结与分享会议，

讨论存在的问题，并且不断进行改进。3) 平台的构建，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绑定，终端包括护理人员端、

患者端、电脑管理端，护理小组通过自己的工号对患者进行绑定。4) 在患者入院时即告知患者扫码关注公

众号以及小程序，告知患者公众号的用途以及意义，并且与相应的护理人员进行绑定，一对一进行追踪随

访。5) 在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患者推送妇科肿瘤术后相关的宣教资料，主要内容包括术后应当注意的事项、

家庭自我护理技巧、饮食管理以及放化疗相关并发症的预防等。6) 定期开展线上专家讲座，讲座开始之前

在微信进行推送，若患者未确认参会，则电话通知。线上讲座主要目的以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以及自我

管理的相关培训。7) 每周对患者进行随访沟通，询问患者近期情况，详细解答患者的疑问，若护理人员无

法解答，将问题记录后询问医生。向患者进行复诊预约，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门诊复诊、复查或放化疗。 

2.3. 观察指标 

1) 采用生存质量评分(QOL)对患者的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估，分值越高说明生存质

量越高[4]。2)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社会支持能力进行评估，分值越高说

明社会支持能力越高[5]。 

2.4. 统计学方法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 ± s)表示，t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比

较。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生存质量评分 

如表 1 所示，两组干预前的生存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生存质量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1.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1.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分组 n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0 52.2 ± 4.4 61.6 ± 5.3 

观察组 50 52.8 ± 4.6 74.6 ± 5.2 

t  0.846 6.683 

P  0.722 0.002 

3.2. 社会支持评分 

如表 2 所示，两组干预前的社会支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社会支持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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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2.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分组 n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0 62.3 ± 8.4 69.1 ± 9.3 

观察组 50 62.7 ± 7.6 81.5 ± 7.2 

t  0.664 11.574 

P  0.543 0.000 

4.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就医过程中的体验较前更加重视，不仅要求疾病能够治愈，同时要

求就医过程中有个平和的心情。因此，医务人员应当在患者的治疗与护理过程中除关注病情之外，还要

注意照顾患者的情绪以及心理状态[6]。护理人员作为医疗实践的主要实施者，工作中需要直接面对患者

及家属，这就要求护理人员要改变以往的护理模式，转变为一种以人为本，同时针对患者疾病和患者心

理状态的护理模式，以促进康复，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目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医学模式也应该日益更新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互联网+的概念也逐渐

进入医疗行业，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能够极大地缩短患者就医的时间[7]。本研究采用“互联网+护理”

服务干预妇科癌症患者，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前的生存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

观察组的生存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前的社会支持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社会支持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互联网+护理”服务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患者社会支持能力。究其原因，观

察组组建了信息化护理小组，在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患者推送妇科癌症术后相关的宣教资料，主要内容

包括术后应当注意的事项、家庭自我护理技巧、饮食管理以及放化疗相关并发症的预防等。同时定期开

展线上专家讲座，讲座开始之前在微信进行推送，若患者未确认参会，则电话通知。线上讲座主要目的

以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以及自我管理的相关培训。患者对于自身的病情更加了解，对治疗的依从性高，

可获得更高的生存质量以及社会支持能力。 
综上所述，“互联网+护理”服务能够提升妇科癌症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及社会支持，值得临床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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