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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对肺癌晚期患者疼痛控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研究 

徐叶楠，颜小红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南长沙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中医护理对肺癌晚期患者疼痛控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对象：肺癌晚期患者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

采用中医护理，对比两组的疼痛程度以及睡眠质量。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中医护理在肺癌晚

期患者护理中，可显著改善患者疼痛程度以及睡眠质量，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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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on pain control and sleep quality in late stage 

lung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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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on pain control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Methods Time: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subject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grouping: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re. The pain levels 
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pain level and sleep quality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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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肺癌病例总数呈现为高水平状态，其

中高发病率以及高病死率均属于肺癌的显著特点，对

于肺癌晚期患者而言，其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症状，对患

者生存质量产生严重影响。癌性疼痛属于癌症患者恶

性细胞生长过程中出现的疼痛，受到严重疼痛症状的

影响，不仅可对患者失眠质量产生严重的干扰，影响干

预效果，同时可使得患者失去生存的希望，因而高效的

护理措施对于此类患者具有重要的意义[1-2]。现阶段中

医护理在癌症晚期疼痛控制工作中具有较高的应用频

率，如陈双[3]等人的研究显示：通过予以肺癌晚期患者

中医护理，可显著改善其疼痛程度以及睡眠质量。为

此，此次研究抽取肺癌晚期患者 102 例为本次研究对

象。将探究分析中医护理对肺癌晚期患者疼痛控制及

睡眠质量的影响，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对象：肺癌

晚期患者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 51 例，男 26 例，女 25 例，年龄为：31-73
岁，平均年龄（57.62±4.31）岁，观察组患者 51 例，

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为：31-71 岁，平均年龄（56.94
±4.80）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0.05。纳入标准：

纳入的患者应确诊为肺癌晚期，且病程不超过 6 个月。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表示自愿参与研究并遵守研究

规则。基础资料完整。排除标准：患有其他严重疾病的

患者，如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等。存在精神疾

病、认知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即为对患者遵循医嘱以及院

内各项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护理，给予患者病情监测、用

药指导、生活护理、饮食干预等常规护理措施。 

https://cn.oajrc.org/


徐叶楠，颜小红                                             中医护理对肺癌晚期患者疼痛控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研究 

- 69 - 

1.2.2 观察组方法 
本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中医护理方法，详见下文： 
①环境护理，保持病房环境的持续性清洁、安静状

态，及时对室内温度以及湿度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调节，

为患者营造优良的术后恢复环境，由于夜间以及清晨

时间段，人体对于疼痛的反应最为明显，因而需指导患

者降低日间睡眠，确保夜间睡眠的充足。重视患者的主

诉，及时明确患者实际需求，予以其生理及心理方面的

照护，拉近与患者间的距离，使其对于医护人员具有足

够的信任。 
②情志护理，对于肺癌晚期患者而言，焦虑、烦躁、

抑郁等类型的不良情绪具有较高的发生率，而情志与

机体内脏气血存在密切的联系，当情志失调时，便可诱

发气血逆乱，脏腑气机升降失调，加重患者的疼痛程

度。因而需强化与患者的沟通与交流，及时明确患者的

情绪以及心理状态，进而予以其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引

导，消除患者内心焦虑等负性情绪，引导患者树立乐

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保持心情的愉悦。避免出现焦虑、

抑郁或暴怒等情况，进而对患者的恢复造成影响。同时

予以患者五行音乐干预，以辨证的原则，对于脾胃虚弱

类型的患者，选取宫调式曲目，引导其每日听《春江花

月夜》《秋湖月夜》等类型的曲目；对于肝火上扰类型

的患者，则选取角调式曲目，包括：《春风得意》以及

《江南好》等。对于痰火郁结类型的患者，则选取徽调

式曲目，包括：《花好月圆》《百鸟朝凤》等。对于肝

肾阴虚类型的患者，则选取羽调式曲目，包括：《二泉

映月》以及《昭君怨》等。在播放音乐的过程中注意音

量的调节，避免过大，以患者感觉舒适为宜。 
③经络按摩。选取患者足三里、云门、内关、孔最

以及合谷等穴位，予以患者按摩干预，过程中重视患者

主诉，对按摩力度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调整，当患者出现

疼痛或是酸胀感时，及时对该部位进行 3-5s 的按压，

再适当调整力度，完成按摩干预。同时在患者每日睡前

再次予以其经络按摩，每日 2 次，每次 15-20min。 
④安神定志，指导患者保持静坐或是静卧的状态，

过程中为患者播放舒缓的音乐，是的患者能够全身放

松，指导患者开展深且缓慢的呼吸，逐步放松背部以及

腹部肌肉，引导患者开展打哈欠的动作，由护理人员通

过轻柔舒缓的语气为患者描述一副轻松写意的画面，

或是引导患者回忆人生阶段客服困难或是愉快的经

历，过程中重视对于环境的维护，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噪

音，引导患者缓慢入睡，逐步进入深睡眠状态，促进其

睡眠质量的改善。 
1.3 观察指标 
1.3.1 疼痛程度 
采用口述疼痛程度分级评分法（VD-S）以及视觉

模拟疼痛评分（VAS）进行评定，分数越高，疼痛越严

重。 
1.3.2 睡眠质量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评定，分

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疼痛程度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干预后观察组优于

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2.2 两组睡眠质量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组内干预后相比较干预后

降低 P＜0.05。如下所示： 
3 讨论 
对于肺癌晚期患者而言其不可避免的需要承受巨

大的痛苦，此类痛苦的出现不仅仅是疾病自身所带来

的影响，同时涵盖了来自精神以及心理压力所带来的

痛苦，进而使得患者疼痛程度加深，影响其睡眠质量以

及生存质量。 

表 1  两组疼痛程度（ sx ± ） 

组别 例数 
VD-S 评分 VA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3.59±0.39）分 （2.89±0.45）分 （6.28±1.30）分 （4.36±2.10）分 

观察组 51 （3.61±0.39）分 （1.15±0.21）分 （6.34±1.24）分 （2.01±0.97）分 

t -- 0.379 12.459 0.211 6.769 

P -- 0.680 0.001 0.88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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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睡眠质量（ sx ± ） 

组别 例数 
PSQI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14.67±1.21）分 （3.17±0.52）分 

观察组 51 （14.51±1.33）分 （1.79±0.36）分 

t -- 0.213 11.547 

P -- 0.874 0.001 

 
以往传统的护理模式是将患者所表现的问题为基

础，予以其对应的护理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患者

精神以及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使得最终的干预效果受

到明显的影响[4-5]。 
本次研究应用了中医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干预，

发现观察组在疼痛程度以及睡眠质量方面均具有明显

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该护理模式可显著改善

患者疼痛以及睡眠状态。与姜梦媛[6]等人的研究基本一

致。分析其原因认为：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认为癌症的

病发主要是由于患者经络痹阻，津液干涸瘀血阻滞而

诱发。而此次研究予以患者经络按摩，对患者腧穴已经

对应进行进行刺激，达到解痉止痛以及舒经活络的效

果。认为通过对患者腧穴进行刺激，能够达到促进脑啡

肽分泌的效果，当脑啡肽水平得到改善时，便能够促使

脊髓背角兴奋以及束旁核受到抑制，进而达到镇痛的

效果[7-8]。同步开展环境护理，使得患者所处环境更为

舒适且安静，为患者的恢复创造条件，最后予以患者情

志护理，最大程度地消除患者内心所存在的负性情绪，

转移患者自身对于疼痛的注意力，改善其神经元的不

良刺激，进而确保其疼痛程度的降低。在睡眠质量方

面，通过采用安神定志法对患者进行干预，通过多样化

的方式使得患者达到全身心放松的效果，再指导患者

开展想象，在该过程中促使身心得到放松，降低疼痛程

度的同时，改善患者睡眠质量[9-10]。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在肺癌晚期患者护理中，可显

著改善患者疼痛程度以及睡眠质量，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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