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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患者行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胡芳芳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综合护理干预用于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中的价值。方法 随机均分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本科接诊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病人（n=64）。试验组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

对比不良事件等指标。结果 关于不良事件：试验组 3.12%，对照组 18.75%，比较发现：试验组数据更低（P＜
0.05）。满意度：试验组 96.88%，对照组仅 78.12%，比较发现：试验组数据更高（P＜0.05）。依从性：试验组

达到 96.88%，但对照组却仅 81.25%，比较发现：试验组数据更高（P＜0.05）。结论 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

用综合护理干预，病人的不良事件更少，满意度更高，依从性提升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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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receiving tumor chemotherapy 

with implantable intravenous infusion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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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tumor chemotherapy at 
implantable intravenous infusion por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patients receiving tumor 
chemotherapy at the port of implantable intravenous infu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n=64).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dverse events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dverse events were 3.12%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8.75%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ults were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5). Satisfaction: 96.88%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78.12%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found to be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5). Complianc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ached 96.88%, but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81.25%, and the dat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Integra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implantable intravenous infusion port tumor chemotherapy has 
fewer adverse events, higher satisfaction, and more obvious improvement in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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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肿瘤十分常见，可损害病人健康，降低病

人生存质量[1]。而化疗则是肿瘤的一种重要干预方式，

通过对病人使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能为病人化疗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利条件，且植入式静脉输液港也

具备操作简便与植入时间长等特点，但若病人在使用

期间不能得到精心的护理[2]，将极易出现各种不良事

件。 
本文选取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病人 64 名，

择取时间范围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旨在分析植

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用综合护理干预的作用，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本科接诊植入式静脉

输液港肿瘤化疗病人，共 64 人。均分 2 组。试验组：

女和男各 14、18 人，年纪最小 40、最大 76，均值范

围（53.49±5.27）岁。对照组：女和男各 13、19 人，

年纪最小 41、最大 75，均值范围（53.08±5.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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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资料齐全，认知正常，知情本研究。排除严重心脑

血管疾病、传染病、精神障碍、全身感染、沟通障碍、

严重心理疾病与中途退出研究。2 组年纪等相比，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2 组常规护理：遵医用药、注意事项告知与体征监

测等。试验组配合综合护理干预： 
（1）主动找病人谈话，播放病人喜爱的乐曲。尊

重病人人格，引导病人宣泄出心中的情绪。帮助病人解

决心理问题，耐心解答病人提问，向病人介绍预后较好

的肿瘤案例。 
（2）优化诊疗环境，做好消毒工作。地面要整洁，

调整室温至 22-24℃之间，相对湿度 45-60%。室内光

线应柔和，且室内不能有异味与噪音。 
（3）妥善固定导管，检查导管是否移位或受压等，

确保导管通畅。加强对导管进行冲洗的力度，操作过程

中，应严格执行无菌原则。嘱病人多休息，不要剧烈运

动。对于卧床者，需让其取舒适体位，同时将 2-4h 当

作是 1 个周期，协助病人翻身 1 次，期间，切勿拉扯

与拖拽病人。 
（4）要求病人吃富含膳食纤维与优质蛋白的食

物，嘱病人多吃果蔬，多喝温水，酌情补充微量元素。

告诉病人要少量多餐，不吃辛辣与生冷的食物。 
（5）用简单的语句，配以相应的视频，为病人宣

传肿瘤的知识，介绍植入式静脉输液港的使用目的。做

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告诉家属要多关爱病人，多陪伴病

人。 
（6）监测病人体征，观察病人穿刺部位有无渗血

等异常，勤换敷贴。询问病人感受，指导病人通过按摩

神阙穴与分散注意的方式减痛。 
（7）用温水对病人的皮肤进行擦拭，如病人皮肤

干燥，可在清洁后涂抹润肤露。做好病人的口腔护理工

作，指导病人用生理盐水清洁口腔，避免细菌定植。 
（8）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告诉家属要予以病人

更多的关爱，在和病人谈话的过程中，可与病人分享一

些开心的事情，以激发病人生活的信心。 

1.3 评价指标 
1.3.1 统计 2 组不良事件（导管阻塞，及局部血肿

等）发生例数。 
1.3.2 满意度评估。工具选择：自制《满意度问卷》。

不满意介于 0-75 分之间、一般介于 76-90 分之间、满

意介于 91-100 分之间。最终结果呈现方式：（一般+满
意）/n*100%。 

1.3.3 依从性评估。（1）不依从，病人不能配合进

行操作。（2）部分依从，病人能配合进行部分操作。

（3）完全依从，病人能配合进行全部操作。最终结果

呈现方式：（部分依从+完全依从）/n*100%。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软件为 SPSS24.0，用 χ²和 t 检验计数资

料、计量资料，分别使用率（%）和（x�±s）表示，统

计学意义成立时 P＜0.05。 
2 结果 
2.1 不良事件分析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不良事件的数据，试验组

3.12%，对照组 18.75%。比较发现：试验组数据更低（P
＜0.05）。如表 1。 

2.2 满意度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满意度的数据，试验组达到

96.88%，但对照组却仅 78.12%。比较发现：试验组数

据更高（P＜0.05）。如表 2。 
2.3 依从性分析 
通过评估，我们发现：依从性的数据，试验组达到

96.88%，但对照组却仅 81.25%。比较发现：试验组数

据更高（P＜0.05）。如表 3。 
3 讨论 
通过对肿瘤病人施以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化疗，可

抑制疾病进展，减轻病人痛苦，但病人在化疗期间也容

易出现导管阻塞等不良事件，进而对其疗效造成了影

响[3]。综合护理干预涵盖的是“以人为本”理念，能将

病人的需求当作是基础，并能从环境优化、饮食调节、

情绪疏导、疼痛管理、疾病宣教与体位管理等多个方面

出发，对病人施以精细化的护理， 

表 1  观察不良事件数据 [n，（%）] 

组别 例数 导管阻塞 感染 局部血肿 发生率 

试验组 32 0（0.0） 1（3.12） 0（0.0） 3.12 

对照组 32 1（3.12） 3（9.38） 2（6.25） 18.75 

χ2     6.7135 

P     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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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满意度数据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32 1（3.12） 9（28.12） 22（68.75） 96.88 

对照组 32 7（21.88） 12（37.5） 13（40.62） 78.12 

χ2     7.1549 

P     0.0271 

表 3 观察依从性数据 [n，（%）] 

组别 例数 不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依从性 依从性 

试验组 32 1（3.12） 8（25.0） 23（71.88） 96.88 

对照组 32 6（18.75） 11（34.38） 15（46.88） 81.25 

χ2     6.9785 

P     0.0302 

 
以促进病人康复进程，减少病人不良事件发生几

率，改善病人预后[4]。通过对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

疗病人施以综合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病人护理质量，

同时也利于病人病情的恢复[5]。积极安抚病人情绪，做

好病人疼痛的管理工作，同时加强对病人进行宣教的

力度，能消除病人不良心理，纠正病人错误认知，提升

病人依从性，从而有助于确保病人化疗效果[6]。重视病

人皮肤与口腔的护理工作，不仅能提高病人化疗期间

的舒适度，还能有效预防感染等问题的发生。本研究，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不良事件的数据，试验组更低（P
＜0.05）；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满意度的数据，试验

组更高（P＜0.05）；通过评估，我们发现：依从性的

数据，试验组更高（P＜0.05）。综合护理干预后，病

人的依从性得到显著提升，满意度得到明显改善，极少

出现导管阻塞等不良事件[7-8]。 
综上，植入式静脉输液港肿瘤化疗用综合护理干

预，病人的不良事件更少，满意度也更好，依从性更高，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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