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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健康宣教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健康教育的应用研究 
吴薇薇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目的：阐述肺癌患者在围术期间的健康教育借助多媒体技术健康宣教应用的效果。方法：实验研究对象挑选在院接受治
疗的肺癌患者共计 80名，整理资料划分回顾实验的时间为 2019.06——2021.06，分成常规组和实验组。分别实施基础护理、
增加围术期多媒体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表现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实验组对象的生活质量表现优于常规组，
而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常规组，结果对比显示有差异性 P＜0.05。结论：肺癌患者的围术期健康教育工作通过多媒体技术实施可
提高健康宣教的落实质量，从而提高患者预后生活，效果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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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多指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属于较常见且严重的恶

性肿瘤疾病，而导致此疾病发生的因素较多且复杂，因此在

治疗上也有一定难度。目前已知的疾病诱发因素有长期吸烟、

内在因素等生理性因素，也包括职业因素、环境质量差以及

电离辐射等外在性因素的影响，患病初期有感染症状。因疾

病进展中缺少病理典型性多数人员容易错过最佳发现时间，

于中晚期确诊开始治疗。为保证肺癌患者的预后，提高其呼

吸效率在其围术期间及时开展健康宣教行为让患者能够更加了

解到肺癌疾病下的护理行为配合重要性，极大的降低了此病的

并发症发生率，保障了手术治疗后的生活效率
[1]
。对此，文章围

绕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内容和效果进行总结分析，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开展于本医疗机构 2019.06 至 2021.06 期间的

临床查见肺癌患病者 80 例，从中细化实验背景区间，并按照

治疗护理干预手段不同将其分成常规组和实验组。 

常规组（40 例）——对象平均年岁（56.0±6.9）岁（年

龄范围 44—78 岁），平均体重（65.0±10.9）kg；男患 20

例、女学生 20 例。实验组（40 例）——对象平均年岁（57.0

±6.6）岁（年龄范围 43—77 岁），平均体重（64.2±5.5）

kg。一般资料比较得出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实施口头健康宣教，为患者讲述肺癌术后的呼

吸方式指导，并叮嘱其按时服药以及向患者普及肺癌健康教

育的防治手段，并告知其并发症发生的基本情况，积极做好

预防工作。 

实验组：实施多媒体技术健康宣教，护理人员在收集患

者的基本资料后，按照自身工作经验制作多媒体光盘，方便

患者在围术期间为患者播放此光盘方便患者观看。其内容包

括高效率呼吸功能训练、呼吸节奏训练、饮食调节、用药指

导等，为患者介绍病房环境然后也可以利用面对面讲解在播

放多媒体视频的同时讲解视频中的肺癌相关知识，便于患者

理解。重点讲解术前术后的患者恢复注意事项，将光盘内容

制作完毕并规划护理流程之后，及时向护士长。护士长通过

审核后批准在临床中为患者使用，可在检查过程中对光盘内

容进行复刻和剪辑，并辅助图片方便剪辑。在患者入院后，

为患者观看宣教视频、系统性呼吸实际操作视频，向家属介

绍订餐流程以及陪护流程，日常护理工作注意最好集中处理，

为患者营造合理的休息时间。 

1.3 观察指标 

所有对象分组后，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表现和并发症发生

率。 

1.4 统计 

在 SPSS23.0 软件中，用（ sx  ）、（n  %）表示数据，

行 T、X
2
检验，结果验证 P<0.05 项目区别成立。 

2.结果 

2.1 生活质量 

实验组中对象的生活质量表现优于常规组，对比有差异

性 P＜0.05 有意义，可见表 1。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表（ sx  ，n=40，分） 

组别 心理 生理 社会 

常规组 71.5±2.0 70.1±1.8 72.2±3.6 

实验组 85.9±2.3 82.2±2.2 88.6±3.0 

T 29.880 26.922 22.134 

P ＜0.05 

2.2 并发症发生率 

常规组与实验组中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显示： 

常规组内肺部感染 3 例、便秘 2 例、肺不张 2 例，总发

生率 17.5%。实验组内肺部感染 0 例、便秘 1 例、肺不张 0

例，总发生率 2.5 %。对比显示实验组中并发症发生率高于

常规组，对比数值结果有差异 X
2
=5.000，P＜0.05 有意义。 

3.讨论 

基于解剖学可见肺癌通常发生在支气管粘膜上皮处，按

照我国近五十年来的临床大数据统计，肺癌在所有癌症疾病

中的总发病率增长速度最快，同时期欧美国家与国内地区中

工业发达之地，居民发生肺癌发生率已经成为中国癌症病人

死亡的首要原因。临床针对此多选择手术治疗，将病变组织

切除效果良好。而为了保证患者的治疗配合性以及预后身体

健康恢复效果，在其围术期及时给予护理手段至关重要。多

媒体技术健康宣教模式能够很好的补充口头宣教的弊端，让

患者直观的看到肺癌治疗和预后的围术期相关注意事项，带

领患者掌握呼吸功能训练技巧，健康教育方法不再单一
[2-3]

.

健康教育宣教也和其语言表达能力、工作能力息息相关，若

患者术后焦虑较重，通过健康宣教消除患者疑虑能够很好的

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简单易懂且视频中图文并茂，临床

适用范围较广。 

结果可见，实验组对象的生活质量表现优于常规组，而

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常规组，结果对比 P＜0.05。 

综上所述，多媒体技术健康宣教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健

康教育的应用效果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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