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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在非小细胞肺癌放疗 
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张 考 
长江航运总医院肿瘤科，湖北 武汉 430010

【摘要】目的 对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患者护理中针对性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方法 按照随机数表分组法，

将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我院接收的 62 例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患者作为此次分组样本，分为两组，即研究组

（针对性护理干预）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31 例。评估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有效性。结果 研究组生存质量高于对照组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针对性护理干

预安全性、可行性较高，可以帮助患者有效抑制并发症，对患者生存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各院可加以推广，最大限

度缩短疾病恢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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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application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adiotherapy

Zhang Kao 

Department of Oncology, Yangtze River Shipping General Hospital, Wuhan 43001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radiotherapy.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grouping method, 6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radiotherapy received by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30, 2021 to January 30, 2022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31 each, the study group（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control group（routine nursing）.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study samples were selected from March 30, 2021 and January 30, 2022.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safe and feasible. It can help patients 

effectively suppress complications, and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It can be promoted in all 
hospitals to shorten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disease to the maximum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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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肺 癌 患 者 中，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在 临 床 上 比

较常见，该类型肺癌的主要特点为癌细胞分裂速

度 较 慢、 扩 散 转 移， 因 此 不 易 发 现 ［1］。 该 病 的

五年生存率低，患者发病后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咳

嗽、咳血、胸痛扩大、呼吸困难等，降低患者的

生活质量，危及其生命安全。临床治疗主要有化

疗、放疗、手术等方式 ［2-3］。放疗是为了消除癌

细胞，通过辐射，使用细胞毒药物来抵抗癌细胞

的扩散，进而控制病情，消灭癌细胞。然而，放

疗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主要表现为免疫力下

降、皮肤损伤、骨髓抑制、黏膜反应、消化功能

紊乱、放射性肺炎等，可能影响患者对治疗的耐

受性，不利于疾病预后 ［4］。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5］，

针对性护理干预的实施应用价值较高，可以帮助

患者有效改善预后，对患者生存质量的提升具有

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是以 62 例非小细胞肺癌放

疗患者为例，对上述护理措施的应用价值进行 

评估。



83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2022 年第 7卷第 44 期 临床护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21 年 3 月 30 日 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 我 院

接收的 62 例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患者作为此次分组样

本（本次研究在院伦理委员批准下进行），在随机分组

下，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研究组患者 31 例，年

龄 40~70 岁， 平 均 年 龄（55.12±0.18） 岁； 男 20 例，

女 11 例。对照组患者 31 例，年龄 42~69 岁，平均年龄

（55.10±0.20）岁；男 18 例，女 13 例。两组资料数据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入选患者均确诊非小细胞肺癌；

② 62 例患者及家属均自愿配合；③临床资料完整；

④患者符合放疗相关指征。

排除标准：①凝血功能异常者；②除预计生存

时间不足 3 个月；③恶性肿瘤疾病；④依从性差；

⑤其间参与其他研究；⑥中途退出研究；⑦合并心

肺肝肾功能不全；⑧血液疾病；⑨自身免疫性疾病。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给予患者口头健康教育，

做好环境护理、用药监督、皮肤护理等。

研究组：给予患者针对性护理措施。主要实施

方案为：①心理护理：对患者不良情绪状况进行分

析，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特点，随后结合患者实

际状况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帮助患者调整不良情

绪，引导其以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对抗疾病，进

而实现身心健康。除此之外，给予患者充分的鼓励

和支持，为患者讲解本院救治成功的案例，进而

增强患者接受放疗的信心，缓解患者无助、抑郁

和焦虑的不良情绪。对患者进行相关健康知识教

育，包括疾病发作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措施、治

疗安全性等，进而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纠正错

误认知，提升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及能力。②

由于放疗过程中会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

应，所以，护理人员应做好预防工作，准备相关药

物，向患者说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使患者具

备一定的能力判断，同时告诉患者若出现不适，立

即向医务人员做出反应，让医务人员及时处理，最

大限度降低患者的痛苦感，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 

③放疗期间，做好患者的病情观察工作，定期进行

血常规检查，观察白细胞的变化，结合患者的实际

病情状况，在相关医嘱的指导下，为患者开具白细

胞升高的用药处方，通过输注外源性成分改善白细

胞。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饮食指导，帮助患者调整

饮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获取充足的营养，降

低骨髓抑制的风险，增强免疫力。观察患者用药后

实际反应情况，必要时应及时停药，防止感染，最

大限度地保障患者的安全。

1.3  观察指标

生存质量：心理质量、社会性、生理质量、独

立性，上述指标状况总分均设置为 100 分，分数越

高，表示生存质量越高；并发症：呼吸衰竭、肺部

感染、肺不张，计算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对本研究数据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

量资料以  ±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 ＜ 0.05 表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存质量

护理前，两组生存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护理后，对照组低于研究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2  并发症

对照组、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29.03%、

3.23%，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存质量评分对比（  ±s，分）

组别
社会性 独立性 心理质量 生理质量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31） 67.89±2.56 90.58±2.69 73.56±2.45 90.56±2.47 68.36±2.33 92.23±2.12 66.78±2.58 89.36±2.47

对照组（n=31） 67.85±2.66 80.33±2.14 73.47±2.52 80.23±2.22 68.29±2.45 82.36±2.22 66.69±2.66 80.36±2.23

t 0.0603 16.6025 0.1425 17.3183 0.1152 17.9022 0.1352 15.0582

P 0.9521 0.0000 0.8871 0.0000 0.9086 0.0000 0.892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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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非小细胞肺癌是根据肿瘤体的生物学特征及

其对治疗的敏感性进行区分的。与小细胞肺癌相

比，非小细胞肺癌对放化疗不敏感，生长速度相对

较慢。组织学病例分为腺鳞状细胞癌、大细胞癌、

腺癌、鳞状细胞癌，肿瘤细胞的生长受到手术、放

疗、化疗的控制。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放

疗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研究结果显

示，70% 的肿瘤需要接受放疗，而且 40% 的肿瘤

可以通过放疗治愈。如鼻咽癌、宫颈癌等部位的肿

瘤，其放疗可以达到与手术相同的效果。它通过放

射线照射杀死癌细胞，但同时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

伤，患者会承受额外的痛苦，引起相关并发症，产

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这给临床治疗带来不利影

响，不利于疾病预后。因此，有必要尽量减少并发

症的风险，以改善患者的放疗过程。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非小细胞肺癌因其发病

而更具隐匿性 ［6］。早发症状特征不明显，导致大

部分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确诊时手术切除失

败。因此，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期间的临床护

理，为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对治疗的

依从性，应用针对性干预护理，对临床疗效和预后

恢复都具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生存质量评分、并发

症发生率优于对照组。其原因分析结果显示：针对

性的护理措施主要是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的个

体差异，对患者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后，采取一定

的差异化护理方式，从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等

多方面实施护理行为，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促进机体康复的同时，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措施推广价值较高，可

以积极预防并发症，实现最佳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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