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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肺癌患者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解英慧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医院 山东淄博

【摘要】目的 分析肺癌患者护理管理中行优质护理的效果。方法 本次抽取 68例外肺癌患者进行研究

分析，病例选取时间为 2020年 1月-2022年 1月，就 68例患者依据随机抽签模式均分 2组，将施行常规护

理的 34例患者设为参考组，将施行优质护理的 34例患者设为实验组。比较 2组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并

发症发生率低（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高（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P＜0.05）。结论 肺癌

患者护理管理中行优质护理的效果确切，可降低并发症发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患者较为满意。

由此可见，此种护理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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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Yinghui Xie

Zibo Zhoucun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Shandong Zibo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case selection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68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lot
drawing mode. 34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ere set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34 patients who received
high-quality care were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is accurate, which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so that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This shows that this kind of nursing meth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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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在临床上属于常见恶性肿瘤，死亡率高，

在治疗方法上，可见化疗、放疗及手术治疗等，但

不管是何种治疗方法，均会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不

利[1]。肺癌患者在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的同时，也会

承受着更多的经济与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到其生活

质量。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以减轻患者疼痛，以

加快病情恢复。优质护理主张以患者为本，推行责

任制，使患者得到更加有效地护理干预[2]。为此，

本次抽取 68例外肺癌患者进行研究分析，病例选取

时间为 2020年 1月-2022 年 1月，分析肺癌患者护

理管理中行优质护理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本次抽取 68例外肺癌患者进行研究分析，病例

选取时间为 2020年 1月-2022年 1月，就 68例患者

依据随机抽签模式均分 2组，将施行常规护理的 34
例患者设为参考组，将施行优质护理的 34例患者设

为实验组。以上入选患者均符合肺癌诊断标准。患

者基础资料完整，向其表明此次研究本意后，可主

动参与此次研究中。排除患有其他严重性疾病者、

精神疾病等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其中实验组男女

比为 18/16，年龄（岁）最小值 42，最大值 67，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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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56.54±3.42）。参考组男女比为 15/19，年

龄（岁）最小值 43，最大值 66，均值范围（56.47±3.87）。
客观比对 2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提示均（P>0.05），
可于后续进行数据分析。

1.2方法

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优质护理，方法

详见下文：

（1）心理护理：患者入院以后，大多存在负面

情绪，如害怕、焦虑及绝望等，以致于其出现对治

疗较为消极的态度。为此，护理人员需要加强与患

者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名倾听者，理解患者的真实

思想，并尽可能地满足其合理需要。在进行心理护

理中，采用多种手段疏导患者的不良心理，比如采

取播放音乐、转移注意力，以放松其身心身，从而

缓解其负面情绪。另外，对患者家属进行相关指导，

嘱咐其对患者要包容、体贴，多讲一些安慰鼓励性

的话，与患者一起面对病情，促使患者的消极态度

为积极态度。

（2）饮食护理：肺癌患者由于表现出摄入低、

病程长及消耗大等特点，这就对其恢复产生较大的

影响，为此需要给予患者食用高蛋白、高维生素及

高热量且易于吸收的食物。嘱咐其避免食用刺激性

食物，例如辛辣、生冷等。注意每日要饮用充足的

水。

（3）健康教育：给予患者开展健康教育，从疾

病、生活方面的知识进行教育，促使其能够正确认

识到自身病情，了解良好生活习惯对其病情恢复的

促进作用，进而使其能够依从相关治疗及护理。

（4）肺功能强化训练：给予患者施行心肺功能

强化训练，护理人员检查患者心肺功能，从缩唇呼

吸训练、控制性深呼吸训练及腹式呼吸训练等几个

方面进行提供指导。嘱咐患者切勿操之过急，应遵

顼循序渐进的原则。

（5）并发症护理：护理人员给予患者进行心血

管和呼吸系统并发症预防护理，强化肺癌患者的呼

吸道监测，并保障供氧的及时性，确保患者的呼吸

畅通。经制备抗生素白蛋白给患者进行补充进行输

血操作，以防肺水肿。护理人员需严密监控患者的

血糖水平，用胰岛素控制其血糖，以将其相关并发

症产生。

（6）阶梯式层级护理：建立合理的护理人员排

班制度，明确护理人员能力水平的情况下合理开展

阶梯式层级护理，做好培训考核方案建立工作。另

外，根据护理人员的工作量、专业技术和时间完成

弹性排班，充分降低了护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

错误，以充分体现护理无死角的特点。

1.3效果标准

1.3.1并发症

观察 2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其中可见肺部

感染、心率失常、呼吸衰竭。

1.3.2生活质量

以 SF-36 量表评价 2 组患者生活质量。分数越

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

1.3.3满意度

以本院自行设计的满意度问卷表了解患者对本

次护理的满意度。计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

/34×100%。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软件进行

处理。（χ±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

用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
＜0.05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分析

表 1显示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P＜0.05）。

2.2两组生活质量比较分析

表 2显示实验组生活质量高（P＜0.05）。

表 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心率失常 呼吸衰竭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 34 1（2.94%） 1（2.94%） 0（0.00%） 5.88%（2/34）

参考组 34 3（8.82%） 3（8.82%） 2（5.88%） 23.53%（8/34）

χ2 - 1.063 1.063 2.061 4.221

P - 0.303 0.303 0.151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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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分析（χ±s）（分）

组别 例数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实验组 34 78.76±3.42 77.65±3.46 79.87±4.32 79.87±4.53 82.34±3.46

参考组 34 71.24±4.32 68.76±3.78 69.57±3.42 63.43±3.47 73.43±3.67

t - 7.958 10.115 10.900 16.799 10.300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4.12%（32/34）：非常满意

为 24例，占比为 70.59%，一般满意为 8例，占比为

23.53%，不满意为 2例，占比为 5.88%。参考组护理满

意度为 70.59%（24/34）：非常满意为 17例，占比为

50.00%，一般满意为 7例，占比为 20.59%，不满意为

10例，占比为29.41%。χ2检验值：（χ2=6.4762 ，P=0.011 ）。

可见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P＜0.05）。

3 讨论

临床上对于肺癌患者治疗结束之后，患者更容易表

现出肺部感染、肺炎及支气管胸膜瘘等一系列并发症，

以加重患者病情，影响其康复及生命安全[3]。在这种情

况下，按照常规开展基础护理很难实现肺癌患者较好的

护理效果，无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率。

优质护理为临床上最近几年应用较广的一种护理

方法，该护理主张以患者为中心。护理人员给予患者采

取优质护理，可使得护理服务系统化、全面化及无死角。

于心理护理中，能够对患者的负面情绪予以消除，提升

其治疗及护理的依从性[4]。在实施饮食护理中，能够促

进患者养成健康饮食习惯，使其免疫力得到明显提升[5]。

开展健康教育对患者疾病知识认知度提升有显著推动

作用，使一系列不良刺激因素能够得到充分避免，以免

引起病情加重。不断加强呼吸功能训练对提高患者肺功

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阶梯式层级护理对护理全程优

质化和无死角等特征能够得到充分突出，同时能够提升

护理人员的护理自觉性、积极性，并提高责任感，从而

使得护理质量得到显著提高[6-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

高（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P＜0.05）。提

示优质护理能够减少患者并发症产生，促进生活质量改

善，提高其满意度。笔者分析认为，通过多方面对患者

进行优质护理干预，能够使得患者身心状态的最佳化，

使其能够积极的态度配合相关治疗及护理，从而确保其

预后能力，促进其病情康复。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护理管理中行优质护理的效果

确切，可降低并发症发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

患者较为满意。由此可见，此种护理方法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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