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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疗对肺癌化疗后气阴两虚型恶心呕吐的护理干预分析

陈 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在对肺癌化疗后气阴两虚型恶心呕吐患者进行脐疗治疗过程中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的作用。方法：

按照对比护理分析的方式展开本次探究，共计纳入患者 70例，为本院在 2021年 2月至 2022年 6月所接诊，按照数字表随机

抽样的方式，取其中的 35例，在对其进行脐疗的过程中进行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剩下患者进行脐疗的过程中则展开

综合性护理干预，作为观察组。分析干预效果。结果：综合对两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的护理满意度情况，心理状态、恶心呕

吐症状改善用时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对比两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的生活质量，观察组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分析患者在治疗前后的 KPS评分，观察组同样具备优势，P<0.05。结论：肺癌化疗后气阴两虚型恶心呕吐患者

在进行脐疗治疗的过程中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可以促使患者恶心、呕吐症状迅速进行改善，并提升患者在恢复期间的生活

质量，对于帮助患者恢复存在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脐疗；肺癌化疗后气阴两虚型恶心呕吐；心理状态

Nursing Intervention Analysis of Umbilical Therapy on Nausea and Vomiting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after Chem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Lu Chen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umbilical cord therapy for nausea and vomiting
patients with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after chemotherapy of lung cancer.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nursing analysis, 7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ho were admitted by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June 2022. 35 of
them were randomly sampl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table, and routine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in the process of umbilical cord
therapy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process of umbilical cord therapy for the
remaining patients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dvantages in term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nausea and vomiting symptoms improvement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P<0.05). By compa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y analyzing the KPS score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had advantages,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umbilical cord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nausea and vomiting due to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after chemotherapy of lung cancer
can promote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nausea and vomiting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during recover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patients recover.
Keywords: Navel therapy; Nausea and vomiting due to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after chem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Mentality

肺癌属于 目前临 床最为 常见的癌症类型，在我国一 直保

持有较高的发生率，且 具备有较高的风险性，会对患者生命

安全造成一 定的威胁。 结合临 床近几年的实际接诊情况可知，

在多方面因素的作 用下 ，肺癌患者的数量正以 较快的速度在

增加。 化疗治疗为 当前临 床治疗该症最为 主 要的方式，可以

对癌细胞的繁殖等进行有效的抑制，达到稳定病情的目的。

但在化疗的过程中 ，在对癌细胞进行抑制与 杀灭的过程中 ，

同样会影响到正常细胞组织，促使患者出现不 同类型的不 良

反应，其中 恶心、呕吐属于 最为 常见的不 良反应[1-3]。 本次研

究就主 要对综合性护理干预在肺癌化疗后气阴两 虚型恶心

呕吐患者进行脐疗中 的作 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资料

按照对比护理分析的方式展开本次探究，共计纳入患

者 70例，为 本院在 2021年 2月至 2022年 6月所接诊，按

照数字表随机抽样的方式，取其中 的 35例，在对其进行脐

疗的过程中 进行常规护理，作 为 对照组，在对剩下 患者进行

脐疗的过程中 则展开综合性护理干预，作 为 观察组。 在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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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方面，对照组中 包括有男性患者 20例，女性患者 15例，

年龄分布在 34-67岁间，对应均值为 （48.33±1.84）。 而观察

组中 则存在有男性 18例，女性 17例，年龄分布在 33-68岁
间，对应均值为 （49.03±1.73）。 对比两 组基本数据，无差

异，P>0.05。
1.2方法

两 组患者在本次研究中 在进行常规化疗治疗的基础上

均接受脐疗治疗。 取法半夏粉末约 4g，和生姜汁 7ml调制成

为 糊状，并由专 业 医师将其制作 成为 直径在 2.5cm，厚度在

0.5cm的药饼，在对患者神阙穴表面消毒清理后，将药饼贴

敷，并做好对应的固定操作 。日间以 4小时为 间隔进行更换，

夜间以 小时为 间隔进行更换，连续进行 3天治疗。 在护理工

作 方面，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接受常规护理，护理人 员密

切关注患者对应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并告知患者在化疗治

疗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同时做好常规的饮食指导以 及

生活指导工作 等。 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 则需要

将综合性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干预措施如下 ：（1）日常生

活指导。 早在《皇帝内径》中 已经明确指出，人 应该结合自

然界规律以 及四时阴阳变化对自身的起居进行调节。 该部分

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 ，更需要指导患者保持良好的走西规律，

按时休息，保障睡眠质量。且 护理人 员需要为 患者提供舒适、

安静的病房环境，针对病房中 的仪 器设备声音进行合理的控

制与 调节，以 免打扰到患者休息。 （2）饮食指导。 该部分

患者在进行化疗治疗的过程中 对于 营养物质存在有较高的

需求，按照护胃建中 法开展对应饮食护理干预，在保障患者

治疗期间营养需求的同时，同样可以 达到对恶心、呕吐症状

进行改善的目的。 该部分患者饮食需要以 清淡、容易消化食

物为 主 ，可以 适当增加对新鲜水果、蔬菜的摄入，达到对维

生素进行补充的目的。 （3）情志护理。 因该部分患者多数

病症较为 严 重，在持续进行化疗的过程中 ，受到其他 并发症

的影响以 及肺癌本身对患者的影响，患者出于 对自身恢复情

况的担忧或者担心医疗肺炎会给家庭造成较大的经济压力

等，难免会存在有一 定的负面心理，多表现为 焦虑、紧张等，

部分患者更可能出现抑郁的情况。 护理人 员在进行日常护理

的过程中 则需要耐心和患者进行交 流与 沟通，及时评估患者

的心理状态，引导患者将内心压力进行倾诉，并给与 患者对

应的鼓励与 支持，告知患者当前治疗方案的有效性等，只要

配合好对应的治疗自然可以 迅速得到恢复。 同时，更需要指

导患者家属或者朋友等多和患者进行交 流，给与 患者适当的

鼓励和支持，对于 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有作 用。 （4）
进行隔姜灸神阙穴。 在该部分患者恢复的过程中 ，可以 使用

隔姜灸神阙穴的方式对患者恶心呕吐症状进行改善。 其中 生

姜中 所存在的生姜酮以 及姜烯酮可以 达到降低胃肠道蠕动

功能的作 用，可以 在较短时间内对患者呕吐、恶心症状进行

改善。 （5）进行穴位贴服。 在对患者护理中 ，可以 选择将

吴茱萸粉末以 生姜汁进行调和，并选取适量放置在患者足三

里、双侧内关的位置，每日进行一 次、单次贴敷时间控制在

半小时。 其中 吴茱萸中 存在有大量的生物碱，可以 达到理气

止吐以 及温中 散寒的功效，能够促使患者对应症状迅速得到

改善。 （6）耳穴压豆。 在对患者进行该项护理时，需要先

对患者耳穴进行探查，对患者阳性反应点进行确定，主 要选

择交 感、神门以 及胃等作 为 主 要穴位，以 王不 留行籽贴敷在

对应穴位，并给与 适当的压力。 促使患者对应穴位部位存在

有酸胀感，在该方面穴位刺激的作 用下 ，同样可以 促使患者

恶心、呕吐症状进行改善。 （7）用药指导。 在患者在治疗

的过程中 ，为 促使患者恶心、呕吐症状可以 得到有效的改善，

护理人 员需要指导患者合理使用对应药物进行治疗。 详细为

患者讲解讲解止吐药物的作 用以 及服用的时间以 及剂量等。

通常情况下 ，需要对化疗时间进行选择，一 般在患者进食后

4h左右进行静脉化疗，该时间段患者胃部充盈度相对较小企

鹅胃内压力较低，可以 达到对呕吐、恶心症状进行预防的目

的。 此外，患者睡眠的状态，在迷走神经调节的作 用下 ，患

者胃酸的分泌量减少，在患者午睡时间段进行给药同样可以

达到减少呕吐、恶心症状的目的。

1.3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 需对两 组恢复过程中 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心理状态、恶心呕吐症状改善用时对比，同时需对两 组治疗

前后的 KPS评分、生活质量情况进行分析。 患者心理状态需

按照 SDS、SAS量表进行评估，生活质量则需要借助 SF-36
量表进行分析[4-5]。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对比护理过程中 的各方面数据都按照 SPSS20.0进
行处理，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展开统计，并按照卡方进行

检测，对应计量数据则按照均值±标准差进行表示，t检测，

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结合对两 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的护理满意度统计，观察

组护理满意度 97.14%（34/35）高于 对照组 80.00%（28/35），
对比 P<0.05，详见下 表 1。

表 1 两 组护理满意度统计[n，(%)]

组别
例

数
满意 较为 满意 不 满意 满意度

观察

组
35

20

（55.56）

14

（41.47）

1

（2.86）

34

（97.14）

对照

组
35

20

（57.14）

8

（22.86）

7

（20.00）

28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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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0.000 6.525 12.425 12.425

P - 1.000 0.012 0.001 0.001

（注：上 接表 1）

2.2 两 组心理状态以 及 KPS评分对比

结合对两 组患者在干预前后心理状态以 及 KPS评分进

行对比，在干预前两 组无差异，P>0.05，而在干预后，观察

组优于 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2。
表 2 两 组心理状态以 及 KPS评分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SDS SAS KP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5 49.63±2.04 38.52±1.52 50.05±2.14 37.14±2.34 75.63±1.85 86.05±2.11

对照组 35 49.52±2.11 42.52±1.34 50.17±2.32 43.24±1.86 75.82±1.72 81.42±1.96

t - 1.252 11.728 1.042 12.728 1.728 14.728

P - 0.728 0.001 0.527 0.001 0.728 0.001

2.3 两 组生活质量、症状改善用时对比

恶心呕吐症状改善用时上 ，观察组为 （2.37±1.22）d，
对照组则为 （4.93±1.02）d，对比 t=12.082，P=0.001<0.05。
对比两 组在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干预前无差异，P>0.05，而

干预后，观察组优于 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3。
表 3 两 组生活质量对比（ sx  ）

组

别

例

数

情感职能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观

察

组

35
70.85
±2.22

79.63
±1.66

70.05±
1.96

80.63±
2.41

68.15
±1.76

87.15
±1.79

对

照

组

35
69.42
±2.05

74.05
±1.53

70.11±
1.42

75.14±
1.58

69.05
±1.54

82.44
±1.62

t - 1.728
12.72
8

1.728 13.782 1.527
15.05
2

P - 0.524 0.001 0.258 0.001 0.662 0.001

3 讨论

化疗治疗属于 临 床治疗肺癌最为 有效的方式，可以 迅速

稳定病情，并促进患者恢复。 但在化疗治疗的过程中 ，受到

化疗药物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患者出现不 同类型的并

发症，其中 恶心、呕吐属于 最为 常见的类型，对患者所造成

的负面影响较大，会直接降低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6]。

从 中 医层面分析可知，该部分患者多表现为 气阴两 虚型，按

照脐疗的方式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可以 达到对恶心、呕

吐症状进行改善的目的，有助于 患者进行恢复。 考虑到该部

分患者治疗周期较长，为 进一 步保障患者在脐疗治疗过程中

的效果，更需要做好对应的护理工作 。

以 脐疗对该部分患者治疗，属于 中 医治疗该症最为 有效

的方式，按照脐中 给药，可以 促使药物因子迅速作 用于 病变

部位，达到对患者脏腑功能进行调节的目的，调和脾胃，促

使患者恶心、呕吐症状进行改善。 在此治疗的过程中 同时为

患者展开针对性的干预，协同展开心理干预、饮食干预以 及

健康指导、隔姜灸神阙穴等处理，同样可以 达到对患者脾胃

功能进行调和，缓解患者恶心、呕吐症状的目的，促使患者

对应症状可以 尽快得到改善。 结合本次对比护理可见，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 对该部分患者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确实可

以 迅速改善患者对应症状，促进患者恢复，提升患者在恢复

过程中 的生活质量。

总之 ，在对肺癌化疗后气阴两 虚型恶心呕吐患者进行脐

疗治疗过程中 ，可以 将综合性护理干预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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