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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在癌性疼痛护理评估中的应用 

潘银叶，段彬武，贾妮娅，郑小娇* 

贵州省骨科医院疼痛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在癌性疼痛护理评估中运用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的效用价值。方法 研究中共选取 72
例癌症患者进行试验，在患者入院后对其入院、治疗前、治疗后、出院四个时间区间对其使用体感诱发电

位刺激仪以及 VAS 法进行疼痛值评估，并对其相关性进行比较。结果 经过研究后所得，采取体感诱发电位

刺激仪在各阶段所测得的 PD 数据均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同时 PD 值与 VAS 经过对比存在正相关性（P＜
0.001）。结论 在癌症患者疼痛值评估中运用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所评估的结果相对较为精确，且与 VAS
评估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关键词】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癌性疼痛；护理评估；应用 
 

Application of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timulator in nursing evaluation of cancer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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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utility value of the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timulator in the 
nursing assessment of cancer pain. Methods: A total of 72 cancer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trial in the study. 
After the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they were evaluated for their pain values using the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timulator and the VAS method in the four time intervals of admission,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and discharge. Correlation i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research, the PD data measured by the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timulator at each stage have a certain difference,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D value and the VAS (P<0.001).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timulator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ain value of cancer patients ar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A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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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癌症患者需要长时间治疗，化疗药物以及手术均

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疼痛感，并在长期病痛的影

响下患者较易出现焦虑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给治

疗及护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对此就需要及时掌握

其疼痛程度，并采取药物、转移注意力、松弛治疗法

来帮助其缓解。本次研究对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的疼

痛评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院内肿瘤科收治的癌症患者中随机选取 72
例作为实验对象纳入研究中，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2 月区间，其中男性患者 43 例女性患者 29
例，年龄在 24~86 岁区间，平均（62.38±13.04）岁。

所有患者均对该研究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所纳入的

患者均大于 18 岁，在经过各项检查后符合研究标

准，同时存在疼痛感，具有正常的行为意识，可配

合医护人员任何治疗操作。排除具有精神及其他系

统性疾病患者，患者的听力、表达能力均有不同障

碍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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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首先需在患者入院后给予相应的治疗，并在饮

食、用药等方面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护理人员需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认真倾听患者的讲述，从

所获取的信息中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为其制定

针对性心理疏导方案，同时还需通过视频、报纸等

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并给予热敷、理疗以及相应的

放松训练等操作降低患者的疼痛感，并配合健康宣

教来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认识，使其能对疼痛的原

因以及舒缓方式有一定的了解，提高其遵医从医性，

为后期治疗及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7]。 

填写癌痛护理评估单：因每位患者的病情、身

体素质、承受能力、个人资料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性，

对此护理人员还应当提前了解以便于评估工作的精

确性，主要内容包含，①患者的各项基本资料，包

括姓名、年龄、科室、病情、入院时间以及病程时

间等；②患者第一次感受到疼痛的具体时间、疼痛

部位、疼痛感；③家庭人员护理管理情况；④在入

院时其疼痛感情况，疼痛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如

食欲、休息、运动能力等；⑤是否有既往病史、过

敏史、精神状况、止痛药物使用情况；⑥遵医从医

性、对药物的不良反应；⑦疼痛量表的实际选择[8-13]。 
主观评估：根据患者的主诉以及其实际疼痛表

现利用 VAS（视觉模拟评分法）对其入院、治疗前、

治疗后、出院四个时间区间展开相应的评估。 
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评估：在对患者利用 VAS

进行评估的同时实施该评估方法。测量步骤为：首

先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明确所要测量的部位，

并提前利用酒精进行擦拭处理，并将接入导线的电

极片贴在其左右前臂尺侧，并握住感应按钮，测量

患者的 CPT 以及 PEC 值，共测量三次，同时计算出

平均数值，根据患者的实际反应展开疼痛程度计算。

计算方式为 PD=（PEC-CPT）/CPT×100%。 
1.3 观察指标 
护理人员需密切关注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并

做好 PD 值与 VAS 评分的记录工作，为后期的相关

性对比提供精确的数据信息。VAS 共分为无痛、轻

度、中度、重度四个评判标准，分别对应不同的分

数区间，0 为无痛；1-3 分为患者可感觉较为轻微的

疼痛感，但在承受范围内；4-6 分为中度，患者无法

正常休息，生活受到影响，已接近忍受临界点；7-10
分为中度，患者的饮食、睡眠均受到严重影响，疼

痛难忍需采取药物进行镇痛处理。患者可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打分。 
1.4 统计学处理 
在此次研究实验中进行统计学处理时可采取

SPSS21.0，计量资料等各项指标可用（x±s）表示，

计数资料可用[n，（%）]表示，将 t 及 X2 作为检验

所用。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且有着统计学意义，

可利用（P＜0.001）表示。 
2 结果 
2.1 通过体感诱发电位刺激仪所测得的结果来

看，患者在每个时间区间 PD（疼痛度）数值有较大

的区别，这也是治疗效果的主要表现。再将该数值

与所评估的 VAS 值相比，其各时间区间均具有正相

关性特点（P＜0.001）。如表格 1 所示。 
表格 1 PD 结果与 VAS 评分的相关性比较（n=72）（x±s） 

组别 PD VAS r P 值 

T0 792.13±254.36 6.54±0.57 0.451 P＜0.001 

T1 813.54±201.55 6.73±0.82 0.533 P＜0.001 

T2 367.56±128.33 3.91±1.24 0.754 P＜0.001 

T3 272.97±150.67 2.76±1.53 0.688 P＜0.001 

3 讨论 
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与此同时，生活方式的

改变也导致各种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尤其是癌症，

其已经成为我国发病率死亡率第一位的疾病，因该

疾病有着发展速度快、无法控制、侵袭性、基因组

不稳定的特点，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出现全身扩散与

转移，同时因癌细胞基因组不稳定，较易出现突变、

缺失等异常现象，这样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耐药性

与侵袭性，会破坏所在器官组织的结构，并损伤其

功能，给患者带来强力疼痛感并致患者死亡[14-19]。

多数患者在病情发展以及治疗过程中会感受到不同

程度的疼痛，这也给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

响，随之其情绪也发生较大的变化，若未能及时采

取相应的措施，可能会引发其他疾病，在增加治疗

难度的同时也会给患者生命健康造成威胁。VAS 作

为疼痛主观量表的评定方法，因其有着便利性特点

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各科室疼痛值评判中，但由于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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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多在病痛影响下，心理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障碍，疼痛敏感性也会随之提升，这也导致评分的

精确性受到影响无法量化。对此就需要采取体感诱

发电位刺激仪对其展开疼痛评估，其可将所获取的

电流数值转换为疼痛值，使得医护人员能够了解患

者的疼痛程度，在护理人员用药及护理方案的制定

方面可为其提供精确的数据信息，切实提高治疗及

护理工作的相符性及针对性。本次研究中对患者采

取两种疼痛值测量评估方式，通过所得数据来看，

其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特点[20]。 
综上所述，在癌症患者的疼痛值测定中，体感

诱发电位刺激仪可为其提供较为精确的数据信息，

使得评估结果更加的客观，并与 VAS 呈现出正相关

性，为癌症疼痛护理方案的科学合理制定起到积极

促进作用，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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