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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肺癌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孟娜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目的：观察优质护理在肺癌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9 年 3 月到 2021 年 3 月所收治的肺癌患
者 36 例，利用平均分配的方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18 例）和对照组（18 例）。为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的护理方式，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在住院的时间。护理之后的疼痛程度（VAS）评分和护理满意度的情况。
结果：观察组患者在接受优质护理之后在 VAS 评分上显著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在住院时间和整体护理满意度上均
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为肺癌围手术期的患者执行优质护理，可以有效缩短患者的实际住院时间，在减轻患者疼痛
程度的同时，提升整体的护理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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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这种疾病是现阶段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的肿

瘤，肺癌患者的症状和表现主要是呼吸比较困难、咳嗽或者
咳血等

[1-2]
。大部分患者当知晓自己患有此种疾病之后均会出

现在诸多的负面情绪，比如消极对待、恐慌和悲观等等。为
患者进行手术切除的治疗方式是治疗肺癌这一疾病的最佳方
式，但是由于该种手术为患者带来的疼痛是比较强烈的，使
得一部分患者在手术之前会产生恐惧和害怕的情绪。在这一
阶段，为患者进行优质的护理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本次研
究针对为肺癌患者围手术期进行优质护理进行深入研究，现
将具体研究内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 2019 年 3 月到 2021 年 3 月本院所收治的

肺癌患者 36 例，并利用平均分配的方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18 例）和对照组（18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男 18 例，女
18 例，年龄在 42 岁到 7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3.68±8.65）
岁；对照组男 20 例，女 16 例，年两在 43 岁到 73 岁之间，
平均年龄（53.91±8.62）岁。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的比较上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执行常规的护理方式，主要包含在手术之

前的健康教育和常规的检查及心理上的疏导、手术之后基本
生命体征的实时检测等。 

为观察组患者执行优质护理方式，其具体的内容为： 
1.2.1 手术之前的护理。相关护理人员要深入的了解患

者的实际心理状态，并协助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各项的手术
之前的检查，如发现患者存在一些不良情绪，要有针对性的
为患者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以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也
要指导患者进行有关呼吸的训练，以增加患者肺活量，并最
终提升患者在手术中的耐受程度；要告知患者在手术之前的
诸多禁忌。 

1.2.2 手术之后的护理。相关护理人员要密切的关注患
者基本的生命体征的情况，主要包含心率、脉搏和体温计呼
吸情况，观察患者的引流管是否存在堵塞或者脱落的现象，
如果发现患者出现任何现象，要及时的告知患者的主治医生；
由于此种手术在术后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疼痛，相关医护人员
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给与患者一定的镇痛药物；由于患
者在手术之后自身分泌物会出现增多的现象，相关的护理人
员要为患者进行适当的拍背，以促进痰液的排出。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在住院时间和 VAS 评分上的情况；观察患者及

患者家属对于护理的满意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使用

（ sx  ）表示，并利用 T值检验，计数资料使用[n(%)] 表示，
经 X

2
检验，以两组患者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即 P＜0.05）

为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在接受不同护理方式上的 VAS 评分及住院

时间的比较 
表 1 两组患者在住院时间和 VAS 评分上的对比（ sx  ，分） 

组别 例数 VAS 评分 住院时间 

观察组 18 5.13±1.65 8.64±1.73 

对照组 18 8.69±1.75 11.79±1.73 

T  6.280 5.462 

P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及患者家属在护理满意度上的情况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18 14 3 1 17（94.4） 

对照组 18 5 7 6 15（83.3） 

X
2
     4.4335 

P     0.0352 

3 讨论 
近些年，肺癌这一疾病的实际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已经成为了严重威胁患者身心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疾病
[3-4]

。
为肺癌患者进行手术切除是治疗该种疾病的最佳方式，有着
较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在肺癌围手术期进行优质的护理干
预，可以有效协助患者进行术后的恢复，并提升整体的护理
满意度。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接受优质护理的观察组在住院时
间和 VAS 评分上均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在整体护
理满意度上也好于对照组（P＜0.05）。这主要是因为，传统
的常规护理模式在针对性上是有一定的欠缺的，会导致在实
际的护理中存在一定的漏洞。而优质护理的方式则主要以患
者为中心，在手术之前深入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并进行有
针对性的干预，并协助患者树立一个战胜病魔的信心。在手
术之后严密的观察患者的基本生命指标，针对性的给与患者
一定的优质护理服务，帮助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和咳痰的训练
等等。 

综上，优质护理这一方式在肺癌围手术期的实用性效果
是非常显著的，可以有效的缩短患者的实际住院时间、减轻
患者的痛感，最终提升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程度，有着较好
的临床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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