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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肺癌顺铂化疗所致恶心呕吐的干预效果

徐齐宏1，顾招芹1，刘扣英1,2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南京 210029；2. 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南京 211166)

[摘　要]	 目的：研究预见性护理对肺癌顺铂化学药物治疗(以下简称化疗)所致恶心、呕吐的干预效果，为

患者的护理提供指导建议。方法：选取2018年2月至2019年3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

的80例肺癌顺铂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预见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治疗后的恶心、呕吐改善情况及护

理满意率。结果：观察组的恶心、呕吐改善有效率(75.00%，82.50%)明显高于对照组(50.00%，

4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总满意率(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80.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14，P=0.042)。结论：预见性护理对肺癌顺铂化疗所致恶心呕吐的干预效

果显著，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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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on nausea and vomiting caused by cisplatin 
chem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patients’ nursing.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8 to 
March 2019, 80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received cisplatin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mprovement of nausea and vomit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s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75.00%, 82.5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50.00%, 47.50%; P<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5.0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0.0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4.114, P=0.042). Conclusion: Predictiv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nausea and vomiting caused by cisplatin chemotherapy in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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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指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据统计，近年来，我国肺癌的病死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目前肺癌的治疗原则主要是

以基因治疗、树突状细胞免疫治疗、手术治疗及

化学药物治疗(以下简称化疗)为基础的综合治疗

方法[2]。其中铂类药物在肺癌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地

位。研究[3]表明含铂类药物的化疗方法出现恶心、

呕吐的概率高达75%或以上，其中顺铂反应较为突

出。为此，如何减轻患者化疗所致的不良反应，

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临床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药物治疗是控制化疗所致恶心、呕吐

的主要手段。临床上常见的止吐药物包括吩噻嗪

类、多巴胺拮抗剂、抗组胺药等，尽管采用药物

止吐，仍有较多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其发生

率为18%~57%。研究[4]发现采用预见性护理措施可

缓解化疗所致恶心、呕吐，针对某一疾病制订严

格的监测、治疗、预防及护理计划，使患者的病

情得到干预。因此，可采取预见性护理措施对肺

癌顺铂化疗所致恶心、呕吐患者实施护理[5]。本文

旨在研究预见性护理对肺癌患者顺铂化疗的急性

期、延迟期的恶心、呕吐严重性及发生率的预防

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 取 2 0 1 8 年 2 月 至 2 0 1 9 年 3 月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收 治 的 8 0 例 肺 癌 顺 铂 化 疗 患 者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 纳 入 标 准 ： 1 ) 患 者 均 经 纤 维 支 气

管 镜 检 查 和 肺 穿 刺 活 检 行 病 理 组 织 学 检 查 确 诊

为肺癌 [ 6 ]；2 )含有顺铂化疗方案；3 )患者知情同

意 。 本 研 究 获 得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1 )听力受损、肠

梗阻、脑转移、骨转移及肝转移者；2 )有药物过

敏史者；3 )患有精神障碍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

为 对 照 组 和 观 察 组 。 对 照 组 4 0 例 ， 男 2 5 例 ， 女

1 5 例，年龄 3 4 ~ 7 7 ( 5 2 . 3 2 ± 3 . 0 2 ) 岁；肺癌分类：

鳞 癌 8 例 ， 腺 癌 2 5 例 ， 小 细 胞 肺 癌 7 例 。 观 察 组 
40例，男30例，女10例，年龄34~71(51.38±3.02)
岁；肺癌分类：鳞癌10例，腺癌19例，小细胞肺

癌1 1例。两组年龄、性别、肺癌分类等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患 者 入 院 后 ， 给 予 患 者 常 规 的 护 理 干 预 措

施 。 如 病 房 温 湿 度 调 节 、 疾 病 相 关 知 识 讲 解 、

环 境 护 理 及 饮 食 护 理 等 。 在 顺 铂 化 疗 开 始 前 
30 min，根据常规给予欧赛针剂静脉注射用药[齐

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80227，规

格5 mL:0.25 mg]进行预防。

观 察 组 在 常 规 治 疗 的 基 础 上 ， 给 予 预 见 性

护理干预。1 )心理指导：护理人员应对患者进行

详 细 的 讲 解 ， 避 免 出 现 焦 虑 不 安 及 抑 郁 等 不 良

情绪，包括该疾病的相关性知识和化疗过程的操

作，使患者快速适应角色的转换，并向患者详细

介绍主治医生，减轻患者的顾虑，增加患者对医

护人员的信任感，积极配合治疗。同时告知患者

化 疗 后 可 能 出 现 的 结 果 ， 并 告 知 家 属 多 与 患 者

谈心，嘱咐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情。2 )行为指导预

防：化疗过程中播放一些患者较为喜爱的电视、

音 乐 以 帮 助 患 者 增 强 信 心 、 减 轻 压 力 ， 与 患 者

聊天，消除其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3 )肢体放

松指导：护理人员采用“一对一”的方法进行培

训，为患者讲解放松训练具体流程，并指导患者

跟随放松教程进行放松训练。让患者有顺序地进

行肌肉先收缩、后放松训练，直至完全熟练。化

疗期间，护理人员应每日到患者床边协助其进行2
次训练，化疗前和化疗结束后各1次，每次放松训

练20 min。4)饮食护理：化疗前1 h内，患者可适当

进食，化疗之后，告知患者多喝水，并对患者的

饮食进行合理指导，饮食需清淡，以易消化、粗

纤维、高纤维的食物为主，切记食用过硬或太油

腻的食物，并保证充足的水分和膳食纤维，避免

排便困难，可适当进食山楂等食品。顺铂化疗结

束后，护理人员应采用短信方式提醒患者，告知

患者按照之前的训练方法连续7 d进行放松训练。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1 )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制订的分级标准，对两组的恶心、呕吐改善

级 别 进 行 评 估 。 恶 心 、 呕 吐 分 为 ： 0 度 ， 无 恶 心

呕 吐 ； I 度 ， 恶 心 ， 无 呕 吐 ； I I 度 ， 恶 心 、 呕 吐 
1~2次/d，无需治疗；III度，恶心、呕吐3~5次/d，

影响正常生活，需进行治疗。2 )护理满意度。满

意：患者的症状改善完全满意。较满意：患者的

症状改善基本满意。不满意：患者的症状改善不

满意。总满意率 = ( 满意例数 + 较满意例数 ) / 总例

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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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恶心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恶心改善发生率(75.00%)明显高于对

照组(5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患者的呕吐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呕吐改善发生率(82.50%)明显高于对

照组(4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两组的护理满意率比较

观 察 组 的 总 满 意 率 ( 9 5 . 0 0 % )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8 0 . 0 0 % )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 2 = 4 . 1 1 4 ，

P=0.042，表3)。

表1 两组恶心改善情况比较(n=40)

Table 1 Comparison of nausea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40)

组别 0级/[例(%)] I级/[例(%)] II级/[例(%)] III级/[例(%)] 发生率/%

观察组 8 (20.00) 13 (32.50) 4 (10.00) 5 (12.50) 75.00

对照组 6 (15.00) 6 (15.00) 4 (10.00) 4 (10.00) 50.00

χ2 5.333

P 0.020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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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满意/[例(%)] 较满意/[例(%)] 不满意/[例(%)] 总满意率/%

观察组 27 (67.50) 11 (27.50) 2 (5.00) 95.00

对照组 17 (42.50) 15 (37.50) 8 (20.00) 80.00

χ2 4.114

P 0.042

表2 两组呕吐改善情况比较(n=40)

Table 2 Comparison of vomiting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40)

组别 0 级 /[ 例 (%)] I 级 /[ 例 (%)] II 级 /[ 例 (%)] III 级 /[ 例 (%)] 发生率/%

观察组 9 (22.50) 14 (35.00) 4 (10.00) 6 (15.00) 82.50

对照组 5 (12.50) 7 (17.50) 3 (7.50) 4 (10.00) 47.50

χ2 10.769

P 0.001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采用预见性护理患者的总满意

率(95.00%)明显高于采用常规护理患者(80.00%)，

说明预见性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

率。本研究中，采用预见性护理患者的恶心改善

发生率(75.00%)、呕吐改善发生率(82.50%)明显高

于采用常规护理的恶心改善发生率(50.00%)、呕吐

改善发生率(47.50%)，说明采用预见性护理后，患

者的恶心、呕吐状况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明显的缓

解。采取预见性护理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采

取常规护理的患者，说明预见性护理有助于提高

患者的康复效果。

肺癌是临床上最常见肺原发性恶性肿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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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来源于支气管上皮、支气管黏液腺、细支气管

上皮以及肺泡上皮的恶性肿瘤，临床主要特征为

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低热、胸痛、气闷等[7]。

肺癌发病率在我国城市中居恶性肿瘤的首位，目

前，我国的医疗手段还不能完全治愈肺癌，但在

发生肺癌转归和预后的过程中，患者的心理健康

情况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由此决定了肺癌的发

展方向 [ 8 ]。目前，化疗是治疗肺癌及其他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在治疗过程中，患

者均有化疗导致的恶心、呕吐症状。该症状是肺

癌患者在化疗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严重

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化疗过程中，

应对患者采取积极的护理干预措施，护理人员应

结合患者的需要给予患者相关心理护理，同时与

患者交谈，使患者更加透彻、详细地了解自身病

情，寻求与其情感上的共鸣，使患者积极配合相

关的检查、治疗，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

时间和费用，提高治疗的依从性。临床报道 [ 9 ]显

示：常规的护理措施治疗肺癌，效果不佳，患者

的恶心、呕吐症状控制效果较差。针对患者在化疗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采用多方面的综合护

理干预措施对患者实施护理，可在药物改善患者恶

心呕吐状况的同时，减少外界刺激对患者病情状况

的影响，降低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10]。但是，目

前临床中尚未出现针对肺癌患者的疗效确切的护

理干预措施。

近年来，随着预见性护理干预被应用于临床

护理中，其通过预见意识与早诊断主动采取的干

预措施来调整治疗方案，可减少疾病治疗期间带

来的不良影响 [11]。对患者进行有效的理论知识指

导和心理护理，可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增进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配合、交流，让患者

了解护理的方法，使肺癌的发生率显著降低，提

高生存率，降低病死率 [12]。因此，可以采取预见

性护理干预对肺癌顺铂化疗患者进行护理。

本研究结合临床中肺癌患者出现的各种不良

反应以及患者自身的治疗需求，对患者实施渐进

式放松训练护理干预。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法基

于以下理论基础，即个体的心情包含着“情绪”

和 “ 躯 体 ” 两 方 面 。 如 果 能 改 变 “ 躯 体 ” 的 反

应，“情绪”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13]。内脏的躯体

反应主要受皮层下中枢和自主神经系统影响，不

易随意操纵和控制；而中枢和躯体神经系统则可

控制“随意肌”的活动，通过有意识地控制随意

肌肉的活动，间接地松弛情绪，建立和保持轻松

愉快的情绪状态 [14]。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心情

紧张时，不仅“情绪”上紧张、恐惧、害怕，全

身肌肉也会变得沉重、僵硬；而当紧张情绪松弛

后，沉重、僵硬的肌肉也可通过其他方式松弛下

来(如睡眠、按摩等)。基于以上原理，该训练能放

松全身肌肉，以达到随意控制全身肌肉的紧张程

度，保持心情平静，缓解紧张、恐惧、焦虑等负

性情绪的目的[15]。

综上所述，对肺癌顺铂化疗患者采取预见性

护理干预，可促进胃肠道反应的恢复并控制病情

恶化，同时可有效降低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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