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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肺癌患者围术期的应用及对

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研究

张胜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对肺癌患者围术期行优质护理对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方法：利用随机分组研究法对我院在 2018年

6月-2019年 10月收治的 50例患者进行研究，其中对比组患者（n=25）行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n=25）行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患

者最终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VAS评分明显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明显好于

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概率 12%低于对比组患者护理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概率 48%，P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肺癌患者围术期行优质护理效果显著，患者接受护理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概率较低，生活质量提升，

故值得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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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疾病，该疾病在我国恶性

肿瘤疾病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均造成极大危险。临床中治疗肺癌疾病的主要方法就是 CT引导

微波消融术，但是该种治疗方法对患者体位有着严格要求。由于

患者长期处于该体会容易造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以及尿潴留等

并发症，因此对肺癌围术期患者进行良好护理至关重要[1-2]。基于

此，本文对我院在 2018年 6月-2019年 10月收治的 50例肺癌

患者围术期行优质护理对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进行性

详细分析，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利用随机分组研究法对我院在 2018年 6月-2019年 10月收

治的 50例患者进行研究，每组患者均 25人。对比组患者行常规

护理，该组共有男性患者 15人，女性患者共有 10人，年龄范围

在 60-7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0.64±1.52）岁；研究组患者行

优质护理，该组共有男性患者 12人，女性患者共有 13人，年龄

范围在 60-7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9.83±1.47）岁。

注：本次研究排除患有凝血功能障碍患者；排除患有其他重

大器官性疾病患者；排除患有精神类疾病患者，且所有患者在本

院检查均确诊为肺癌。所有患者已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且本次实

验已经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认可。患者的一般资料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比组患者行常规护理，

研究组患者行优质护理，

（1）心理疏导：患者一旦被确诊为肺癌后，心理会出现极

大压力，容易出现烦躁或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护理人

员需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针对患者所提出的疑问积极回

答，减少患者内心心理负担和面对疾病治疗的恐惧，提升患者治

疗依从性。

（2）术前护理：医护人员需提前准备麻醉药品对手术时所

应用到的各类仪器设备均进行详细检查，确保设备完好无损。

（3）术中护理：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生命体征

进行密切观察，随时询问患者手术感受，确保手术过程中患者无

异常情况。有效指导患者保持正确的体位，防止患者正常肺组织

受到损伤。手术过程中需进行 CT扫描，所有相关医护人员均需

要再观察室内观察患者情况，检查结束后立即进入手术室。仔细

评估患者实际状态，同时给予患者鼓励和安慰，缓解患者紧张情

绪。部分患者由于肿瘤过大，因此手术时间较长，故护理人员需

给予患者更多的安慰，手术完毕后整理患者衣物将其推回病房。

（4）术后护理：护理人员将患者推回病房带起苏醒后需指

导患者进行正确呼吸训练，从而预防和降低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

做好患者术后疼痛护理。告知患者饮食应以清淡和易消化的食物

为主，同时指导患者多使用高纤维和维生素高的食物，饭后适当

按摩腹部促进胃肠蠕动。由于患者术后需要长期卧床，因此，护

理人员需按时对患者进行双下肢按摩或热敷，帮助患者翻身，预

防下肢血栓。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对比两组

患者护理前后 VAS评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疼痛程度越明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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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主要从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

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四项指标分析，分数越高说明患者情况

越好。

1.4数据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使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20.0，其中使用（ X

±S）进行计量资料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VAS评分、两组患者护理

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结果用 t检验；用[n（%）]进行计数资料

两组患者护理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对比，结果用 X2检

验，如数据差异明显，P＜0.05说明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VAS评分对比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VAS评分明显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

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VAS评分（ X ±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5 9.68±1.55 5.11±1.64

对比组 25 9.70±1.43 8.69±1.75

t 0.0474 7.4634

p 0.9624 0.0000

2.2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明显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

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 2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 X ±S）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 25 22.3±5.5 19.7±6.3 21.2±4.9 19.4±5.1

对比组 25 17.9±4.3 15.5±5.8 18.1±5.3 14.3±5.5

t 3.1512 2.4523 2.1473 3.3996

p 0.0028 0.0179 0.0368 0.0014

2.3两组患者护理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对比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概率 12%（3/25）低于

对比组患者护理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概率 48%（12/25），
X2=7.7143，P=0.0054＜0.05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近年来，我国肺癌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

该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的重大恶性肿瘤疾病。肺癌在

治疗过程中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患者往往需持续经历较长

时间的疼痛和呼吸难，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临床中治疗该

疾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手术切除，虽然该种手术方法有着一定的治

疗效果，但是其对患者的机体损伤较大，因此对患者围术期进行

科学的护理十分重要。优质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

供优质、高效、满意、低耗以及放心的医疗护理服务。术前通过

仔细了解患者主诉、症状以及自理能力和心理等多方面矿对其进

行针对性护理，从而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治疗信

心。术后密切观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对出现疼痛难忍的患者来

说需适当给予阵痛药物，从而减轻患者疼痛。协助患者完成术后

各项训练，比如咳痰训练等，从而减少患者住院时间，提升患者

护理满意度[3-4]。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VAS评分明显好于对

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明显

好于对比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后下肢静

脉血栓发生概率 12%低于对比组患者护理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

概率 48%，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对肺癌患者围术期行优质护理效果显著，患者接

受护理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概率较低，且患者护理后疼痛程度

明显降低，生活质量提升，故值得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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