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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治疗中的细节管理护理

邱云仙

(常州市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江苏 常州 213032)

[摘　要]	 目的：探析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治疗中应用细节管理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纳入2017年1月

至2019年12月常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80例乳腺癌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40例。两组患者均

给予曲妥珠单抗治疗，对照组治疗期间予以常规护理，实验组治疗期间予以细节管理护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护理后，实验组在抑郁、

焦虑评分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对基础护理、护理技能、健康

教育、护理服务态度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

(97.50%)显著高于对照组(8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

治疗期间给予细节护理管理，效果肯定，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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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management nursing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stuzumab 

QIU Yunxian

(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Changzhou Cancer Hospital, Changzhou Jiangsu 213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etailed management nursing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stuzumab. Methods: A total of 80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dmitted to Changzhou Cancer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7 and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each with 40 patients. Both groups were given trastuzumab.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detailed management 

care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s (P<0.05). Th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basic nursing, nursing skills,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service attitud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ached 97.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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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

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目前，随着肿瘤分子学研

究的不断深入，在疾病治疗中，分子靶向治疗逐

渐 代 替 了 传 统 化 学 治 疗 药 物 。 曲 妥 珠 单 抗 作 为

一 种 人 源 化 单 克 隆 抗 体 ， 可 靶 向 作 用 于 人 表 皮

生长因子受体 - 2 ( h u m a n  e p i d e r m a l  g row t h  f ac to r 
receptor 2，HER2)，成为乳腺癌靶向治疗的首选

药物 [ 1 ]。然而，在曲妥珠单抗治疗中，因为药物

储存、配液、用量计算等问题会对临床疗效有所

影响，所以必须加强护理工作，确保用药合理、

安全，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基于此，本研究

选取2 0 1 7年 1月至2 0 1 9 年1 2 月在常州市肿瘤医院

治疗的8 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细节管

理护理的实施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将8 0例乳腺癌患者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每

组40例。纳入标准 [2]：1)均为免疫组织化学HER2
阳性者；2 )无药物过敏史；3 )自愿参加研究。排

除标准：1 )伴有精神疾病与沟通障碍；2 )合并其

他 恶 性 肿 瘤 病 变 。 对 照 组 患 者 均 为 女 性 ， 年 龄

29~66(45.26±4.12)岁；实验组患者均为女性，年

龄31~65(45.19±4.08)岁。两组患者上述数据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 0 5 )。患者或者家属

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获得常州市肿

瘤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曲妥珠单抗(美国G en entec h 
公司)治疗，首次剂量4 mg/kg，加入250 mL生理

盐水中予以静脉滴注，时间为9 0  m i n；维持剂量 
2 mg/kg，加入250 mL生理盐水中予以静脉滴注，

时间为30 min。用药频率1次/月。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内容如下：护理人员

应向患者介绍药物知识，告知可能引起的不良反

应，让患者有所心理准备，减轻患者不良情绪。

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反应，叮嘱患者自行保

管药物，并保证药物专人专用。此外，为患者提

供心理疏导、饮食护理、生活护理等基础护理。

实验组予以细节管理护理，内容如下：1 )成

立靶向输注中心。建立靶向输注观察室，设置靶

向输注办公室，配置专用电脑，并设立靶向治疗

室，设置药物专用冷藏箱与安全柜。同时提高护

理人员对药物药理作用、配制方法、保管方法及

不良反应等知识的了解。2 )完善药物管理制度。

①建立靶向药物管理制度，对患者就诊流程、靶

向药物输注流程等工作予以完善，并根据临床以

往经验，制订药物不良反应应急预案，以此确保

用药安全、有效。②建立专用电子档案，明确患

者用药具体情况，同时，留取患者联系方式，预

约患者下次用药时间。③建立药物电子使用记录

管理系统，对患者药物输注用量与库存量进行认

真核对，以此保证药物用量准确，减少用药不良

反应的发生。④建立药物冷链运输与保存管理系

统，认真核对药物有效期与药物质量，查看冷藏

箱温度是否在2 ~ 8  ℃之间，如果温度不对，应没

收药物，并放入双层黄色垃圾袋中，交由药房予

以恰当处理。在保管药物时，执行三班负责制，

由值班护士记录冷藏箱温度，确定药物数量 [ 3 ]。

3 )细化输液流程。①输液前，护理人员需向首次

就诊患者予以详细说明，介绍输液环境、输注药

物知识，并告知患者用药期间药物会经由冷链送

至科室，输注中心代为储存药物，不需要患者拿

药与管理，采用滚动式用药模式，以此确保药物

新 鲜 。 ② 在 配 药 的 时 候 ， 需 要 在 无 菌 仓 进 行 ，

严 格 执 行 无 菌 原 则 ， 并 安 排 2 名护理人员进行配

制与核对，保证药物配制有效、安全。③输液过

程 中 ， 护 理 人 员 应 对 患 者 输 液 方 式 进 行 评 估 ，

并 加 强 心 电 监 测 ， 充 分 评 估 患 者 病 情 变 化 。 同

时，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反应，一旦出现不良情况，

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以此保证患者用药有效、安 
全[4]。④输液后，叮嘱患者休息 3 0  m i n ，在无特

殊情况之后出院。在患者出院之前，告知患者下

次输注时间，并加强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病情恢

复情况。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护理

group (82.50%),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is 

definitely effectiv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stuzumab an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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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1 )心理状态评分 [ 5 ]：采

用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评 估 患 者 护 理

前后心理状态，分值为 0 ~ 1 0 0 ，评分越低，心理

状 态 越 好 。 2 ) 护 理 质 量 评 分 ： 采 用 调 查 问 卷 的

方 式 了 解 患 者 对 基 础 护 理 、 护 理 技 能 、 健 康 教

育 、 护 理 服 务 态 度 的 评 价 ， 分 值 越 高 ， 护 理 质

量 越 好 。 3 ) 护 理 满 意 度 ： 采 用 调 查 问 卷 的 方 式

评 估 患 者 护 理 满 意 度 ， 划 分 为 3 级 ： 非 常 满 意 、

满 意 、 不 满 意 ， 满 意 度 为 非 常 满 意 率 与 满 意 率

的总和。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研究数据录入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检验；计量资料以例(%)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实 验 组 护 理 后 抑 郁 、 焦 虑 评 分 均 明 显 低 于

护 理 前 与 对 照 组 ， 且 对 照 组 护 理 后 抑 郁 、 焦 虑

评 分 均 明 显 低 于 护 理 前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实验组患者基础护理评分、护理技能评分、

健康教育评分和护理服务态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比较(n=40，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n=40, x±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t抑郁 t焦虑 P抑郁 P焦虑
抑郁 焦虑 抑郁 焦虑

实验组 60.32±5.42 61.37±5.48 38.65±4.02 39.67±4.25 12.65 12.57 <0.05 <0.05

对照组 60.37±5.73 61.72±5.81 44.67±4.51 44.97±4.62 8.65 7.98 <0.05 <0.05

t 7.26 7.35

P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比较(n=40，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nursing qual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40, x±s)

组别 基础护理 护理技能 健康教育 护理服务态度

实验组 95.27±3.25 93.57±3.19 95.76±3.41 94.97±3.09

对照组 83.57±3.13 81.37±3.07 82.97±3.42 83.01±3.28

t 9.12 9.76 10.23 8.65

P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40)

Table 3 Comparison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40)

组别 非常满意/[例(%)] 满意/[例(%)] 不满意/[例(%)] 满意度/[例(%)]

实验组 27 (67.50) 12 (30.00) 1 (2.50) 39 (97.50)

对照组 20 (50.00) 13 (32.50) 7 (17.50) 33 (82.50)

χ² 4.53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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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乳腺癌作为一种复发率高、转移率高的恶性

肿 瘤 ， 组 织 学 表 现 为 由 大 量 幼 稚 化 癌 细 胞 无 限

增 殖 、 无 序 状 拥 挤 成 团 ， 向 外 扩 散 ， 向 周 围 正

常组织入侵 [ 6 ]。在乳腺癌患者治疗中应用曲妥珠

单 抗 ， 有 助 于 减 少 患 者 复 发 ， 相 较 于 常 规 化 学

治疗药物而言，复发率可降低39%~52%，临床应

用价值非常高 [ 7 ]。然而，在曲妥珠单抗治疗中，

经常因为药物保管不当，导致药物浪费，甚至影

响药效发挥，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 8 ]。针对

此 种 情 况 ， 必 须 采 取 恰 当 的 护 理 措 施 ， 以 此 严

格控制药物使用情况，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细 节 管 理 护 理 作 为 一 种 系 统 、 全 面 、 细 致

的护理方式，在临床治疗中应用，能够实现持续

把关、严禁用药的目的，减少护理差错的发生，

临床应用价值非常高 [ 9 ]。在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

抗治疗中应用细节管理护理，不仅可以有效提高

护理人员责任心与安全意识，减少护理差错的发

生，做好事前防范，还可以为患者提供合理、科

学的用药指导，并完善用药流程，最大限度地保

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

组护理后抑郁、焦虑评分均明显低于护理前与对

照组，且对照组护理后抑郁、焦虑评分均明显低

于 护 理 前 ； 实 验 组 患 者 基 础 护 理 评 分 、 护 理 技

能评分、健康教育评分、护理服务态度评分均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实 验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照 组

( P< 0 . 0 5 )。此结果与相关报道 [ 1 0 ]的研究结果十分

接近，由此可以证实，细节管理护理在乳腺癌患

者曲妥珠单抗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能够

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护理质量与护理满

意度。

综上所述，在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治疗中

应用细节管理护理的临床效果理想，不仅可以改

善患者心理状态，还可以提高护理质量与护理满

意度，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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