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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肺癌化疗后癌性疲乏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郎君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杭州  311115 

摘要：目的：对肺癌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方法：从 2019 年 5月- 2021 年 5月在我院治疗肺癌的患者中选择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护理方法的差异，对其分研究组和常规组。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

对比分析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情况。结果：2 组在护理后，生活质量比对，研究组高于常规组，（P<0.05),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7.50%，常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5.00%，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结论：肺癌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干预，不仅可以使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提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而且可以得到

更多患者的满意和认可。临床上值得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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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致死率

都比较高。给患者的身体、心理和家庭都带来极大的压力和

负担。有关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肺癌患者的发病率呈现

不断上升趋势。癌性疲乏是癌症术后比较常见的一种不良反

应。这种不良反应发生比较快，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给患

者的身体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
[1-2]

。使患者的生活质量降

低。为此，常规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合理的护理配合。

本文对肺癌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在我院治疗肺癌的患者中选

择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护理方法的差异，对其分研究

组和常规组。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延续性护理

干预。常规组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在 45-78

岁之间，年龄均值(55.43 士 3.37)岁;研究组男性患者 23 例，

女性患者 17 例，年龄在 46-77 岁之间，年龄均值(56.49 士

3.55)岁。所选取的对象在一般资料上无较明显差异

( P>0.05)，2 组患者之间可以对比。 

1.2 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护士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密切

监测，给予患者饮食指导等。 

研究组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内容：（1）护理人员给予

患者合理的饮食指导，每个月换一次饮食方案，并且把方案

发布在医患微信群、QQ 群，方便患者查看，及时反馈自己的

饮食习惯。（2）护理人员在电话随访的过程中，了解患者的

心理、身体状况等。如果患者的心理压力较大，可以给予患

者一对一的沟通，并且进行心理疏导。建议患者多参与一些

活动，释放负面情绪。（3）在电话随访中，护理人员告知患

者坚持运动锻炼，提升自身免疫力，并在群里相互沟通交流，

心得，护理人员对于运动锻炼给予指导。 

1.3 观察指标 

(1)分析对比 2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具体内容包括：FMA

评分（运动功能）、（独立完成活动）FIM 评分。 

（2）对比分析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情况。调查表用我院

自行制作的表格，判断标准分为：80 分以上为十分满意；70

分-80 分之间为一般满意；70 分以下为不满意，三个部分。

满分为 100 分。 

1.4 统计学整理 

本次研究使用的所有资料的数据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

软件，进行整理和分析。用 t 检验计量数据，用 X
2
进行检验

计数数据，用（ sx  ）、[n(%)]分别来表示，如果 P<0.05，

说明两组之间有较大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统计分析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研究组与常规组在护理前的生活质量比对，(P>0.05)，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 组在护理后，生活质量比对，研究

组高于常规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如表 1： 

表 1 对比 2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sx  ；分） 

FMA 评分（运动功能） （独立完成活动）FIM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40） 33.25±9.66 62.36±5.48 40.14±6.28 69.24±6.24 

常规组（n=40） 35.54±9.70 41.24±6.31 46.36±6.23 56.28±6.34 

t 值 3.1789 6.6232 2.2304 4.1342 

P 值 1.8234 0.0023 0.3426 0.0032 

2.2 比较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7.50%，常规组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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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为 85.00%，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常规组， 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详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对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0 26（65.00） 13（32.50） 1（2.50） 39（97.50%） 

常规组 40 22（55.00） 12（30.00） 6（15.00） 34（85.00%） 

X
2
     3.9139 

P     0.0478 

3 讨论 

肺癌属于一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随着人们健康

意识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肺癌早期手术治疗的效果比

较明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但是患

者在治疗期间容易出现疲乏现象，给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带

来极大影响
[3-4]

。为此，患者需要延续护理干预的配合。 

本次研究得出，2 组在护理后，生活质量比对，研究组

高于常规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为 97.50%，常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5.00%，

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综上，肺癌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干预，不仅可以使患者

的治疗效果得到提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而且可

以得到更多患者的满意和认可。临床上值得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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