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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临床护理路径在肝癌介入术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方法：选取我院 2017 年 2 月-2018 年 8 月收治的 60 例肝癌患者为
研究对象，参照抛硬币形式，将其随机划分为 2 组，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护理方式，观察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方式。结果：两组
患者的 VAS 评分由表格可以看出，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前的 VAS 评分没有很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护理干预之后观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因此观察组的效果最优，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在不同的护理方式之下，对于遵循医生
医嘱的比例有着很大的不同，对照组在遵循医嘱的这个行为上明显不如观察组患者，因此观察组更优，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通过表格
我们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对护理的总满意人数有 28 人，总满意率高达 93%，而对照组患者对护理的总满意人数为 24 人，总满意率为 80%，
因此观察组更优。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综上所述，使用临床护理路径对肝癌患者进行
干预有着较好的效果，可以比较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病情，也可以使得患者更好的遵循医嘱，对于患者病情的改善和恢复有着很好的促进作
用，因此临床护理路径对于肝癌的护理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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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患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疼痛，疼痛的缓解也是对患者护理过程
中最重要也是最为关注的，传统的护理方式对于缓解患者的疼痛的效
果并不明显，并且这种护理方式下的患者对于医嘱的依从性不是很
高，而在有的研究中法现临床护理路径有着比较好的效果，本文就临
床护理路径在肝癌介入术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简单的分析[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2 月-2018 年 8 月收治的 60 例肝癌患者为研
究对象，参照抛硬币形式，将其随机划分为 2 组。对照组患者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患者年龄为 26-70 岁，患者平均年龄为（48.53
±3.7）岁，观察组组患者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患者年龄为 27-69
岁，患者平均年龄为（50.23±4.9）岁。本文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同意，具备合法性。 
1.2 护理方式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护理方式，主要在监测患者的病情，做
好患者的护理工作，以及对患者的隔离处理。 

观察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方式，具体护理方法如下：（1）
对患者进行肝癌的知识普及，解答患者对于肝癌的疑惑。（2）对患
者进行心理干预，缓解患者因为病情和疼痛而带来的焦虑、紧张，
用言语鼓励和支持患者，以此来缓解痛苦。（3）对患者进行饮食的
教育，告诉患者饮食的重要性，引导患者戒烟戒酒、多喝水。（4）
提醒患者按时用药以及告诉患者按时用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5）
患者在手术之后要对患者的身体情况、神智情况进行严格的监控和
观察，尽量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1.3 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VAS 评分。 
对比两组患者的医嘱行为。 
对比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在本文病例资料基础上，使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对比

数据，组间数据关系，以 P＜0.05 为标准，界定其统计学意义。[n
（%）]为计数资料，其统计学意义，由

2x 检验。[n（ sx±
- ）]为计量

资料，其统计学意义，由 t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VA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由表格可以看出，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在护理前的 VAS 评分没有很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护理干预之后观
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因此观察组的效果最
优，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服药依从性（  x ±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0 6.5±1.6 5.0±1.4 
观察组 30 6.6±1.1 3.6±1.0 

2.2 两组患者的医嘱行为的比较 
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在不同的护理

方式之下，对于遵循医生医嘱的比例有着很大的不同，对照组在遵
循医嘱的这个行为上明显不如观察组患者，因此观察组更优。两组
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下
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的医嘱行为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定期检查 戒烟戒酒 控制饮食 自我检测 

对照组 30 20（66%） 19（63%） 23（76%）21（70%） 
观察组 30 27（90%） 29（96%） 26（86%）28（93%） 

2.3 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

对护理的总满意人数有 28 人，总满意率高达 93%，而对照组患者
对护理的总满意人数为 24 人，总满意率为 80%，因此观察组更优。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30 15（50%） 9（30%） 6（20%） 24（80%） 
观察组 30 23（76%） 5（16%） 2（6%） 28（93%） 
3 讨论 

肝癌患者表现得最明显也是最常见的就是疼痛，因此缓解患者的
疼痛是护理最为重要的一步，传统的护理方式对于患者来说，单一且
缺乏人文的关怀，但是临床护理路径不一样，这种护理方式对患者的
关注远远大于传统的护理方式，使得患者感受到了人文的关怀[2]。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临床护理路径是一种高品质、
高质量、低成本的护理方式，这种护理方式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
疼痛[3]，也使得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大大提升有利于护患关系的改
善并且这种护理方式还让患者可以对医生的医嘱有较高的依从率，
这样也有利于患者病情的改善[4]。 

综上所述，使用临床护理路径对肝癌患者进行干预有着较好的
效果，可以比较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病情，也可以使得患者更好的遵
循医嘱[5]，对于患者病情的改善和恢复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
临床护理路径对于肝癌的护理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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