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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对改善肿瘤化疗后胃肠道反应的应用效果 

王玉洁 

陕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一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肿瘤患者化疗后采用中医护理对其胃肠道反应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度在

我院接受化疗的 80 例肿瘤患者，按照常规护理方法和中医护理将其随机分组，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的研究

对象，每组患者人数保持一致。利用观察对比的方法，研究肿瘤患者化疗后采用中医护理和常规护理方法

的效果差异。结果 采用中医护理的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呕吐发生率、腹泻发生率、恶心发生率、腹痛发生

率、胃肠道反应程度、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明显优于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的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存

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肿瘤患者采用中医护理方法，可以显著降低患者化疗后的各种副反应发

生率，使患者的胃肠道反应程度明显减轻，令患者的情绪状态也得到较好的改善，让肿瘤患者的身体状况

逐渐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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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on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of cancer patients after chemotherapy. Methods: Select 80 cancer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in 2020, randomly group them according to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re,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emained the same. Use 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an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fter chemotherapy for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vomiting, diarrhea, nausea, abdominal pain,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ca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group of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methods for cancer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side effects after 
chemotherap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His physical condition gradual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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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肿瘤是影响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的严重问题，该

种病症具有治疗周期长和病情复杂的特点，对患者

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情绪均造成极大的干扰。而化疗

作为肿瘤患者的常用临床治疗手段，虽然能够让患

者的病症问题逐渐好转，但会对患者的胃肠道造成

极大影响，令患者的整体治疗体验显著下降。本文

详细分析肿瘤患者化疗后采用中医护理对其胃肠道

反应的临床效果，以此为改善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

体验提供信息参考，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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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抽出 2020 年度收治的 80 例肿瘤患者，

所有患者均接受化疗治疗，依据临床护理方法的不

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个组别，每组的患者

人数均为 40 例。对照组和观察组的男女比例均为

21:19，对照组患者的年龄为≥41 岁和≤76 岁，平均

年龄为（58.6±1.5）岁。患者的病程时间为≥2 个月

和≤20 个月，平均病程时间为（10.1±1.6）年。肿瘤

类型：胃癌、肺癌、肠癌、卵巢癌、牙龈癌、乳腺

癌、淋巴恶性肿瘤和前列腺癌的患者人数，均为 5
例。观察组患者的年龄为≥40 岁和≤75 岁，平均年龄

为（58.9±1.4）岁。患者的病程时间为≥3 个月和≤21
个月，平均病程时间为（10.8±1.5）年。肿瘤类型：

肠癌、卵巢癌、牙龈癌、乳腺癌、淋巴恶性肿瘤和

前列腺癌的患者人数，均为 5 例。胃癌和肺癌的患

者人数分别为 4 例和 6 例。两组肿瘤患者的一般资

料，均无任何明显差异（P＞0.05），符合对比研究

的标准。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主要是根据肿

瘤患者的文化接受程度、身体状况、病症特点及口

味偏好，对患者开展健康知识宣教、日常用药干预

和个性化饮食指导等措施，使化疗的整体效果得以

提升，令肿瘤患者的病症问题逐渐好转[1]。观察组

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医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1）情志护理 
肿瘤患者因自身病症的影响极容易产生焦虑、

抑郁和烦躁等负性心理，使自身出现生理应激反应，

令整体化疗效果显著降低，让胃肠道反应的发生概

率也大大提升。面对该种情况，医护人员应从肿瘤

患者的角度出发，结合患者的情绪状态及兴趣爱好，

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以此增强肿瘤患者战

胜病魔的自信心，改善患者的各种负性心理，从而

避免生理应激反应的发生，确保临床护理工作的顺

利有序进行[2]。 
（2）耳穴压豆 
医护人员对肿瘤患者开展耳穴压豆治疗工作，

通常为接受化疗前的 30min，穴位以贲门穴、小肠

穴、胃穴、神门穴和食道穴为主。其操作流程为一

手把持患者耳轮上方，让耳廓中对应的病症位置暴

露于视野之中。另一手利用探棒对患者耳部周围进

行按压处理，找出准确的阳性反应点。并通过酒精

消毒、固定耳廓、粘贴王不留行籽胶布和按压穴位

的流程，完成耳穴压豆的治疗工作。该种方法的每

日治疗频次应控制在 4 次左右，每次按压 2min，力

度以穴位出现酸胀感即可[3]。 
（3）穴位按摩 
医护人员在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前，选取患者的

内关、合谷、足三里、天枢和中脘等穴位，进行顺

时针的穴位按摩操作，可以显著加快患者体内的血

液循环速度，令肿瘤患者化疗后的胃肠道反应程度

明显减轻。每个穴位的单次按摩时间为 2min，每日

按摩 3 次即可[4]。 
（4）穴位贴敷 
肿瘤患者穴位贴敷的膏药贴，由吴茱萸、白芥

子、公丁香、细辛、肉桂和木香构成，前三种药材

的使用剂量均为 20g，后两种药材的使用剂量均为

30g，细辛的使用剂量为 10g。其贴敷位置与按摩位

置的穴位相同，单次贴敷时间 3h 左右，待局部感到

灼热后取掉即可。 
1.3 观察指标 
研究肿瘤患者化疗后采用中医护理和常规护理

方法的效果差异，以呕吐发生率、腹泻发生率、恶

心发生率、腹痛发生率、胃肠道反应程度、SAS 评

分和 SDS 评分为主要指标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过程中，使用 SPSS20.0 软件，

对 80 例肿瘤患者的各项数据进行专业化的分析。并

采用（%）和（ x ±s，分）对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予

以标识，经过 X2 和 t/X2 全面检验后，以（P＜0.05）
标识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从表 1 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呕吐发生

率、腹泻发生率、恶心发生率和腹痛发生率，与对

照组患者的呕吐发生率、腹泻发生率、恶心发生率

和腹痛发生率，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2  观察组患者胃肠道出现重度反应、中度反

应、轻度反应和无反应的人数，分别为 2 例、3 例、

4 例和 31 例，所占比例分别为（5.00％）、（7.50％）、

（10.00％）和（77.50％）。而对照组患者胃肠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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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重度反应、中度反应、轻度反应和无反应的人数，

分别为 8 例、10 例、15 例和 7 例，所占比例分别为

（20.00％）、（25.00％）、（37.50％）和（17.50％）。

经对比可得，两组数据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2.3  从表 3 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表 1 80 例肿瘤患者化疗后的副反应情况（%） 

组别 例数 呕吐发生率 腹泻发生率 恶心发生率 腹痛发生率 

观察组 40 2（5.00％） 4（10.00％） 2（5.00％） 1（2.50％） 

对照组 40 9（22.50％） 10（25.00％） 8（20.00％） 6（15.00％） 

X2  17.605 15.698 15.001 13.658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80 例肿瘤患者化疗后的胃肠道反应程度（%） 

组别 例数 重度 中度 轻度 无反应 

观察组 40 2（5.00％） 3（7.50％） 4（10.00％） 31（77.50％） 

对照组 40 8（20.00％） 10（25.00％） 15（37.50％） 7（17.50％） 

X2  15.069 17.369 28.112 60.698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80 例肿瘤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 x ±s，分）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1.72±1.06 32.85±1.45 52.05±1.24 32.65±1.82 

对照组 51.73±1.13 46.25±1.95 52.04±1.62 46.28±1.39 

t/X2 0.698 14.025 1.113 14.036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综上所述，在肿瘤患者的化疗期间采用中医护

理干预，通过情志护理、耳穴压豆、穴位按摩和穴

位贴敷等措施，能够有效降低肿瘤患者的副反应发

生率。同时使患者的胃肠道反应程度和情绪状态，

均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令患者的身体状况尽快好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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