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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胸外科食管癌手术病人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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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胸外科食管癌患者护理工作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 76 例食管

癌患者作为本次对照实验的研究对象，经患者主诉、临床诊断，确诊为食管癌，且符合胸外科手术治疗条

件，同时，为探究相关护理措施，将 76 例患者分配为了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并分别使用常规护

理、临床护理路径，探究两种不同护理模式下，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临床指标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采取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无较大差异，（P＞0.05），而在干预后，使用临床护理路径的观察

组，其 SAS、SD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平均住院时间及 VAS
评分等临床指标也更优于对照组，（P＜0.05）。最后，观察组患者对临床护理路径的认可度高，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将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食管癌患者的护理工作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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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pplying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in thoracic surgery. Methods: 76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After the main complaint and clinical diagnosis, they were 
diagnosed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nd met the conditions for thoracic surgery. At the same time, 76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explore related nursing measures For the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explore the mental state scores,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under two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Results: Befor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mental stat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bu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SAS and SDS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 P<0.05). At the same time, clinical indicators such a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verage length of stay and VA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Finally,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clinical care pathway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 to the nursing work of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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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手术期间，护理工作对食管癌手术质量也

有着较大的影响，而随着当前时代的发展，广大病

患对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有常规护理模式

中已经愈加不适用于当下时代形势，应选择更加有

针对性、覆盖性的护理模式，对此本次对照实验中，

便探究了对食管癌手术患者适用临床护理路径的应

用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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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本次对照实验中共选取研究对象 76 例，为我院

胸外科于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收治，经临床

诊断均被确诊为食管癌，且组内患者癌变部位也不

相同，包括上端癌 26 例，中段癌 31 例及下段癌 19
例，患者均存在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感、食管异物感；

同时，据调查结果显示，患者未合并有精神类病史、

其他恶性肿瘤或系统性疾病，符合实验入组标准，

且已征得家属同意，可入组参与实验。在患者入组

后，采用随机数表法将组内患者随机分配为了使用

不同护理方法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8 例患者。

76 例食管癌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42∶34，最小年龄

31 岁，最大年龄 74 岁，平均年龄（57.36±3.14）岁。

通过对比来看，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

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于对照组中实施入院指导、健康教育、饮食干

预等多方面基础护理工作。 
观察组应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临床护

理干预，如下： 
第一，成立相关临床护理路径小组。虽然组内

患者均患有食管癌，但因其自身因素、病程等多方

面因素的不同，其病症也有着个体化差异，在对其

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时，首先应成立临床护理路径小

组，针对组内每一例食管癌的个体化差异来制定针

对性的护理路径表，并为患者设立责任护士，同时

在护理路径表制定完毕后，要由相关管理部门进行

审核，分析其科学性、合理性，以确保其可行性[1]。 
第二，入院后第 1d。在患者入院后，最主要的

工作便是要详细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密切关注其生

命体征变化情况，并做好详细记录。同时，通过记

录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可为其风险性的评估

提供重要依据，并为风险性较高的患者实施更为严

格的护理干预措施，如可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保

持其呼吸道通畅等，为手术的开展提供先决条件[2]。 
第三，第 2~4d。在该时间段中，患者已手术结

束，最为重要的便是术后护理。由于食管癌手术部

位较为特殊，且手术为侵入性操作，对患者身体的

损伤较大，护理人员要嘱咐患者尽量卧床休息，上

半身不可进行大幅度动作。同时，在术前，患者本

身便已经受尽了食管癌的折磨，心理压力较大，如

可能伴随有较为严重的焦虑、抑郁心理，而在术后

麻醉失效后，也会感受到明显的疼痛感，可能会继

续加剧其心理压力，对此护理人员要提高重视度，

在注重生理方面的护理时也要兼顾疏导患者心理状

态[3]。护理人员可加强与患者间的沟通交流，向其

讲解手术治疗食管癌的临床优势、相关康复案例等，

以此来循序渐进的促使患者改善心理状态。另外，

还应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口腔护理，每天均早、晚

均进行口腔清洁。 
第四，入院第 5d 至出院。在该阶段中，患者处

于恢复阶段，护理人员每天均应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将健康教育工作贯穿到护理过程的始终，持续

加深患者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的认知深度；同时，

还可使用微信群、网络信息平台等方式来加强健康

宣教工作[4]。在饮食方面，护理人员应为患者制定

相关饮食方案，如禁食刺激性较强的食物，增加对

维生素、蛋白质的摄入量。最后，在患者出院后，

应做好随访工作，可每周进行 1 次电话随访，每个

月均进行 1 次上门访视，记录患者术后恢复情况。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临床指标及患者满

意度，并将其作为实验观察指标。其中心理状态评

分可使用 SAS、SDS 表示，SAS 为焦虑量表，SDS
为抑郁量表，最高分值均为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

患者焦虑、抑郁情况越严重[5]。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择 SPSS21.0，

使用 t 或 X2检验结果，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统

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对比（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观察组 护理前 40.79±6.02 42.39±5.43 

 护理后 9.52±5.14 9.55±4.79 

对照组 护理前 40.28±6.68 42.43±5.29 

 护理后 18.26±5.42 19.47±6.36 

由表 1 来看，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

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护理后观察组

心理状态评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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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表 2 临床指标对比 

组别 n 护理质量评分（分） 平均住院时间（d） VAS 评分 

观察组 38 92.54±12.33 10.35±2.52 1.82±0.52 

对照组 38 79.25±14.42 13.49±2.55 4.23±1.14 

t  2.036 2.697 1.058 

P  ＜0.05 ＜0.05 ＜0.05 

 
由表 2 来看，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平均住院

时间、VAS 评分等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2.3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十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患者例数

分别为 23 例、13 例、2 例，满意度 94.73%；对照

组分别为 19 例、10 例、9 例，满意度 76.31%，观

察组满意度更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食管癌是临床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一种，风

险性较高，常常因遗传因素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而

导致，对患者消化系统的损伤极为严重，风险性较

高[6]。食管癌也是慢性类病症的一种，在前期症状

较为浅显甚至无症状，极易被患者所忽视，但是随

着病症的加剧，患者会伴随有明显的疼痛、食管内

异物感等症状，对于该病症的治疗多采用手术切除，

同时应配合针对性较强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此来提

升护理质量。临床护理路径是当下新型护理干预模

式的一种，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与常规护理模式

相比，更具有流程性、规范性，对护理质量的提升

有重要作用[7]。从实验结果分析来看，使用临床护

理路径的观察组，在护理干预后其心理状态评分改

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在护理质量评分、住

院时间等临床指标方面也更优于对照组，（P＜
0.05），最后，通过对患者的满意度调查情况来看，

观察组患者对临床护理路径的认可度较高，满意度

高达 94.73%，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由此

可见，将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食管癌手术患者的护

理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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