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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护理干预在肺癌术后肺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姜 燕 

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  天津 

【摘要】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护理干预在肺癌术后肺康复中的应用研究。方法 采用抽样调查法抽选研

究对象，抽样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抽样对象为经临床检验已确诊的经过手术治疗的肺癌患

者，抽样数量为 160，将其中 8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剩余 80 例纳入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采用快速康复护理干预，收集两组患者的临床信息并加以分析，从患者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生

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快速康复护理干预的应用优势。结果 实施护理前，实验

组和对照组患者肺功能指标、生活质量评分均无明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后，实

验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护理后两组患

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提升，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护理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快速康复护理干预能够对肺癌术后患者实施全面周到的护理干预，促进患

者肺功能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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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st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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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Method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selected by sampling survey method. 
The sampling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The sampling subjects were lung cancer patients who 
had been diagnosed by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had undergone surgical treatment. The sampling number was 160, 
and 80 of them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remaining 80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adopte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other aspec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fter nursing,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the data comparison was obviou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nd 
after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also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nd thoughtfu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ulmonary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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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一种恶性肿瘤疾病，我国每年都有大量 患者死于肺癌，它的发病原因大致为家族遗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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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接触、电离辐射、既往肺部感染疾病、空气污

染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1]。肺癌患者的临床症状可

分为局部症状、全身症状、肺外症状以及外侵和转

移症状四大类，能在早期诊断出来并及时治疗对于

保护肺癌患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当

前医学研究对于肺癌治疗的研究成果较多，常见的

治疗手段有化学治疗、放射治疗以及外科治疗[2,3]。

其中手术治疗对于肺癌的治疗效果较好且能够比较

彻底的控制患者病情，但由于肺癌手术治疗对患者

身体会造成较大的伤害，为确保治疗效果，需要在

术后给予患者科学合理的护理干预。本文的主要目

的为探讨快速康复护理干预对于促进肺癌术后患者

肺功能康复的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法抽选研究对象，抽样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抽样对象为经临床检

验已确诊的经过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抽样数量为

160，将其中 8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剩余 80 例纳入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快

速康复护理干预。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有女性患者

34 例和 33 例，各自在组内占比分别为 42.50%和

41.25%，总数目为 67 例，共有男性患者 93 例，两

组分别有 46 例和 47 例，在组内占比分别为 57.50%
和 58.75%；在进行患者抽样时，将患者的年龄范围

锁定在 43 岁～85 岁之间，抽样完成进行分组研究

时，对照组最大年龄的患者岁数是 85 岁，最小的患

者年龄为 45 岁，实验组最大年龄的患者岁数是 82
岁，最小的患者年龄为 43 岁，根据两组患者的数量

可推算两 组患者的 平均年龄 区间，分 别为

（52.94±32.06）岁和（52.88±29.12）岁。实验组患

者病程 1-6 年，平均病程（2.99±0.38）年，对照组

患者病程 1-7 年，平均病程（3.15±0.57）年。两组

一般资料可以用于研究和对比（P＞0.05）。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入选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均自

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所有患者均

符合肺癌相关诊断标准、患者均接受肺癌手术治疗。

（3）所有患者均无合并其他肿瘤疾病、无血液病史、

风湿病、营养不良及神经系统变性等疾病。 
排除标准：（1）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

（2）排除消极自伤、自杀的患者。（3）排除合并

精神分裂的患者。（4）排除肝脏、肾脏、心脏等重

要器官严重功能障碍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术后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观察患者

的呼吸、体温、血压等体征指标，对患者病情和身

心状况进行了解和评估，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照

料，给予患者用药指导，在患者服药的同时说明服

药的方法和药物疗效，督促患者每天遵从医嘱服药，

用药后观察患者体征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向医生反

馈并采取对症措施，在患者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指导

患者完成生活中的部分事项。 
（2）实验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实验组患者快速康复

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①健康宣教：部分患者由于对手术相关知识了

解较少而对手术产生恐惧、抵触的心理，因此，护

理人员需在手术实施前向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介绍

手术过程、麻醉方法，提高患者对手术的了解，同

时耐心为患者答疑解惑，消除患者疑虑。 
②加强沟通：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日常行

为和言语状态对其身心状态进行初步评估，结合患

者的心理状态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在对患者实施

护理前，护理人员必须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

解，了解的方式包括与患者谈话和倾听患者诉说等，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获取患者信任，了解患者内

心需求，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使用认知领悟的治

疗方法来逐渐引导患者，使患者意识到自己对家庭、

社会的责任，并正确认识自己的病情是可以通过药

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来改善的，建立患者对治疗的信

心。护理人员还应主动热情地讲解肺癌相关知识，

如发病原因、症状、护理方法及效果等，使患者形

成对自身疾病的正确认识。护理人员通过鼓励、引

导和启发使患者主动倾诉其疑惑，分担患者的痛苦，

对患者给予足够的关心、理解。 
③家属的关怀：部分家属对于疾病的了解不多，

忽视了患者在受到疾病折磨后的心理状态，除了照

顾患者日常生活意外，缺少对患者精神上的抚慰，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向家属强调，不良情绪和不恰

当的护理干预患者身体状况和治疗效果的负面影

响，同时，强调家属的关心对患者的重要性，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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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对患者情绪变化的重视程

度，能够主动发现患者的不安与焦虑，能够给予患

者更多关心。 
④生活护理：护理人员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

制定饮食营养调整方案和作息表并投入实施。提醒

患者吃饭或睡觉，帮助患者尽快适应饮食和作息调

整后的生活节奏，减少对辛辣、生冷及刺激性食物

的摄入；同时早睡早起，确保充足的睡眠，保持身

体的活力，减少熬夜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缓解疲劳。 
⑤术后疼痛护理：术后护理人员对患者疼痛程

度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可采用止痛药物

镇痛或利用音乐、游戏、阅读等方式转移患者注意

力，缓解疼痛感。 
⑥运动指导：护理人员根据患者身体恢复状况

提示其适当下床活动，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康复训

练，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促进身体康复。 
1.3 观察指标 
在此次研究当中，需要比较两组患者的认知功

能、神经功能、焦虑和抑郁状态、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

和 t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资料，P＜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

标 
（1）实施护理前 
对 比 两 组 患 者 FEV1 指 标 ： 实 验 组 为

（10.45±0.14）L，对照组为（10.42±0.16）L，对比

之下，两组数据接近，无统计学意义（t=1.262，
P=0.209＞0.05）； 

对 比 两 组 患 者 FVC 指 标 ： 实 验 组 为

（10.55±0.12）L，对照组为（10.59±0.14）L，对比

之下，两组数据接近，无统计学意义（t=1.940，
P=0.054＞0.05）； 

对比两组患者 PEF 指标：实验组为（11.01±0.43）
L/s，对照组为（11.09±0.42）L/s，对比之下，两组

数据接近，无统计学意义（t=1.190，P=0.236＞0.05）。 
（2）实施护理后 
对比两组患者FEV1指标：实验组为（1.82±0.26）

L，对照组为（3.72±0.56）L，对比之下，实验组指

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t=27.525，P=0.001

＜0.05）； 
对比两组患者 FVC 指标：实验组为（1.62±0.32）

L，对照组为（3.09±0.54）L，对比之下，实验组指

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t=20.947，P=0.001
＜0.05）； 

对比两组患者 PEF 指标：实验组为（3.77±0.58）
L/s，对照组为（5.49±0.62）L/s，对比之下，实验组

指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t=18.120，P=0.001
＜0.05）。 

2.2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 
（1）实施护理前 
对比两组躯体功能：实验组（10.12±1.31）分，

对照组（10.02±1.31）分，两组数据接近，无统计学

意义（t=0.483，P=0.630＞0.05）； 
对比两组心理功能：实验组（11.08±2.11）分，

对照组（11.18±2.11）分，两组数据接近，无统计学

意义（t=0.300，P=0.765＞0.05）； 
对比两组物质生活状态：实验组（10.23±1.01）

分，对照组（10.24±1.01）分，两组数据接近，无统

计学意义（t=10.063，P=0.950＞0.05）； 
对比两组社会功能：实验组（11.17±1.02）分，

对照组（11.18±1.02）分，两组数据接近，无统计学

意义（t=0.062，P=0.950＞0.05）。 
（2）实施护理后 
对比两组躯体功能：实验组（21.25±4.31）分，

对照组（14.33±6.12）分，实验组躯体功能评分更高

（t=8.269，P=0.001＜0.05）； 
对比两组心理功能：实验组（22.63±4.25）分，

对照组（16.69±6.13）分，实验组心理功能评分更高

（t=7.123，P=0.001＜0.05）； 
对比两组物质生活状态：实验组（23.66±3.04）

分，对照组（15.29±7.25）分，实验组物质生活评分

更高（t=9.523，P=0.001＜0.05）； 
对比两组社会功能：实验组（20.97±2.08）分，

对照组（13.51±6.33）分，实验组社会功能评分更高

（t=10.014，P=0.001＜0.05）。 
2.3 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施护理后，实验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 92.13±2.33）分，对照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80.12±1.23）分，经过对比，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显

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t=40.771，P=0.0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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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肺癌是近些年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一种疾病，

对人体健康和生命的危害是巨大的。导致肺癌的诱

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经过临床观察与研究大致可

分为家族遗传因素、职业接触、电离辐射、既往肺

部感染疾病、不良生活习惯以及空气污染等[4,5]。肺

癌症状较为复杂，患者发病后表现出的轻重程度取

决于肿瘤发生部位、恶化和扩散情况以及患者身体

耐受程度，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到中晚期临床症

状严重，可根据患者具体症状分为局部症状、全身

症状、肺外症状以及外侵和转移症状四大类，通常

情况下患者会出现咳嗽、喉咙有痰、咯血、胸闷胸

痛、呼吸困难以及声音嘶哑等由于肿瘤刺激生长部

位所造成的症状[6,7]。为改善患者症状，需要及时予

以患者对症治疗，临床常用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

但由于手术伤害较大，部分患者在术后很难得到良

好的恢复。 
常规的护理方法即在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前对患

者进行健康宣教，向患者介绍和讲解相关的疾病知

识和治疗方法，同时予以患者日常护理，护理效果

较差，为提升护理效果，还需寻求更为安全、有效

的护理方法。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

模式，与传统护理方式相比，此种护理方法从术前

开始对患者实施全面周到的护理干预，护理范围涉

及到健康宣教、心理疏导、术后康复指导、术后疼

痛护理、术后饮食护理以及生活作息等方方面面，

能够在肺癌术后患者的康复期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
[8-9]。在临床实践中，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可通过

简单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和治疗方

法，消除患者的疑虑，加深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

同时通过心理疏导缓解患者负面情绪，并对患者的

疼痛情况进行处理，给予患者日常生活饮食护理以

及康复指导[10]。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术后肺

功能恢复效果更好，生活质量和对护理的满意度更

高。 
综上所述，快速康复护理能够有效减轻肺癌患

者术后的不适症状和负面情绪，促进患者肺功能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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