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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护理在肺癌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高艳梅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目的：探究自我护理在肺癌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86例在本院行肺癌免疫治疗的肺癌患者分为两

组。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加强患者自我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各项数据。结果：在无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实验组

干预效果优于常规组，患者生命质量较高，P＜0.05。结论：肺癌患者自身护理意识的增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控制患者病情。因此，需要注重增强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同时对患者的身心状况予以重视，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自我护理效果明显，能够延伸护理范围，缓解癌症带来的相关症状，帮助患者保持就医期间的积极心态，防止患者受到不良

事件的影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能够有效减少医患纠纷，维持和谐的医患关系，进一步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和水平，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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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lf-care in Immunotherapy of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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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lf-care in immunotherapy of lung cancer.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ho
received immun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outine nurs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self-care was strengthen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factors,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enhancement of self-care consciousness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can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control their cond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enhancing the self-care consciousness of patient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of patients to ensure the life
safety of patients. The self-care effect is obvious. It can extend the scope of care, alleviate the related symptoms caused by cancer, help
patients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during medical treatment, prevent patients from being affected by adverse ev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ffectively reduce doctor-patient disputes, maintain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level of hospital medical care. It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 Self-care; Immun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Intervention effect

肺癌是一 种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 率较高的恶性

肿瘤，肺癌发病原因较多且 复杂，常见的原因包括烟草刺激、

长期呼吸道疾病、污染等都可能引起肺癌，除此之 外遗传因

素、药物因素或情绪因素，也 肺癌患病的常见原因。 肺癌在

早期症状并不 明显，且 肺癌起病隐匿，使得多数患者病情延

误，若出现久 治不 愈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等情况，则需引

起注意，并及时被就医进行诊疗。 目前，以 免疫微环境干预

为 核心策略的免疫治疗已成为 肺癌治疗的热点，免疫治疗先

后出现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成为 晚期肺癌治疗领域的一

线治疗用药[1]。 由于 免疫治疗存在不 良反应等限制，会对患

者身心造成一 定损害，因此需采用积极的护理方案，对患者

进行有效干预，同时还需注重患者的自我护理，提高患者的

主 观能动性与 自我护理意识，进而强化护理的水平，进一 步

巩固免疫治疗的效果，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延长患者生存

期。 本研究主 要分析自我护理的措施及影响，挖掘自我护理

的临 床价 值，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
1 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本次研究抽选 86例肺癌患者，均分为 两 组，常规组患

者 43例，年龄为 24至 75岁，均龄（45.89±17.14）岁，实

行常规护理。 实验组患者 43例，年龄为 25至 76岁，均龄

（46.36±18.47）岁，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加强患者自我护理。

两 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显著差异。

1.2研究方法

1.2.1常规组

常规护理。 按照规定流程对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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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导工作 等。 主 要内容包括：（1）按照科室护理的常

规要求对行免疫治疗患者的基本情况和信息进行记录，保障

患者治疗过程中 的安全性。 （2）提醒患者相应的注意事 项

并监督其严 格执行。 指导患者完成正确的药物使用，规律作

息，保持良好的饮食习 惯，同时进行适当的运动以 改善功能

恢复情况，提醒患者护理期间的注意事 项并监督患者严 格执

行[2]。 （3）护理人 员及时掌握患者后续反馈信息，为 其提供

科学护理方案。

1.2.2实验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加强自我护理。 包括：（1）全补偿

性护理：患者没有自护能力需要满足其要求，护理工作 由护

理人 员及家属协作 进行。 （2）部分补偿性护理：部分患者

有一 定自护能力，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指导和干预，增

强患者对疾病及自护的认知程度，鼓励患者参与 护理活动。

①健康教育：做好支持教育工作 ，护理人 员向患者及家属提

供包括情感、信息在内的支持，同时获取家属的配合和支持。

由于 多数患者缺乏 对疾病以 及自身情况正确的认识，对医嘱

遵从 性低，不 利于 自身的恢复，甚至危及其生命，护理人 员

要引导患者形成积极的就医态度。 可组织健康教育培训以 及

专 家讲座，帮助患者了 解肺癌患病的内在体质、外在环境等

相关因素，使其对肺癌发病症状、并发症产 生机制持有正确

认知，可通过宣传栏、视频、发放健康手册等方式使患者深

入了 解免疫治疗的优势以 及自我护理的重要性，改善患者医

嘱行为 ，增强患者的能动性与 自我护理的意识[3]。 ②心理护

理：患者受疾病困扰，身体不 适，且 长期住院治疗，心情低

落、烦躁，住院期间常产 生不 安心理，患者可适量通过散步、

看书 、看电视等方式平静内心，缓解焦虑情绪。 护理人 员需

要加强职业 道德，要态度亲 切，做到温和友善，保持耐心，

尊重患者人 格，积极为 患者提供帮助，排解患者消极情绪，

引导患者形成积极的就医态度，保障医疗工作 高效有序进行。

③饮食及生活方式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改变是癌症患者最

主 要缓解症状的自理方法，患者要明确病情加重的诱发因素，

尽量避免此类不 良行为 的发生，并注意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

习 惯，包括食物型态、进食习 惯、休息习 惯等。 免疫治疗可

能引起患者食欲下 降、体制下 降等，可通过调整食物型态、

种类等来缓解，如患者需保持清淡饮食，多食新鲜蔬果，且

适量食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保持营养均衡；患者出现恶心

呕吐等情况，则需进行禁食处理，患者通过深呼吸、饮热水、

口含薄荷糖等方式缓解呕吐；吞咽困难患者尽量食用半流食

等易消化食物，避免干硬食物，注意细嚼慢咽。 患者通过保

持规律的生活习 惯，提高对抗癌因性疲乏 的效力[4]。 ④心境、

身体控制：暗示患者进行自我调节，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

心。 可适量进行阅读或通过冥想放松疗法等进行心理调节，

患者可在进食后保持静坐，闭眼回忆想象自己喜欢的事 物，

想象过程中 可根据患者喜好选择播放音乐 ；患者还可根据兴

趣爱好和身体状况选择太极拳、散步等方式，积极运动以 增

强体质，锻炼身体控制能力，提高抗癌能力。 总之 ，癌症患

者应保持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避免精神上 高度紧张、情感

上 过于 脆弱以 及情绪波动的状态，以 减小病情恶化的风险。

⑤疼痛缓解、改善睡眠：癌症患者受疾病及治疗的影响，常

出现不 同程度的身体疼痛情况，患者在疼痛时可适当变换体

位，遵医嘱用药；失眠患者午休时间不 宜过长，睡前不 饮用

浓茶，可通过打太极等睡前运动促进睡眠，睡前尽量保持放

松的状态。 家属可为 患者泡脚，加快其下 肢血液循环，使大

脑处于 短暂缺血状态，进而诱导睡眠。 失眠情况较严 重者，

可按照医嘱予 以 中 药进行调理。 ⑥营养支持：患者在肿瘤对

抗过程中 ，身体消耗大，且 免疫治疗会损害正常细胞，患者

需补充某些 特殊营养元素，通过食用保健品、营养品等加强

营养。

1.3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18.0软件 处理。 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用 t检
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1）据统计数据，护理后实验组生活质量优于 常规组，

P＜0.05，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分，x±s）

项目 时间 常规组（n＝43） 实验组（n＝43） t P

躯体功能
护理前 90.72±5.16 90.68±5.18 0.326 ＞0.05

护理后 91.28±0.14 94.06±0.10 5.945 ＜0.05

角色功能
护理前 70.81±8.02 70.82±8.21 0.654 ＞0.05

护理后 72.73±8.12 75.94±8.25 4.095 ＜0.05

情绪功能
护理前 87.59±2.36 87.63±2.27 0.243 ＞0.05

护理后 88.38±2.33 92.89±2.12 3.094 ＜0.05

认知功能
护理前 75.87±3.42 75.86±3.51 0.641 ＞0.05

护理后 77.83±3.48 82.74±3.58 3.98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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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
护理前 71.67±2.51 71.72±2.32 0.291 ＞0.05

护理后 73.65±2.55 80.76±2.41 5.231 ＜0.05

总体健康状况
护理前 17.39±4.12 17.38±4.15 0.253 ＞0.05

护理后 19.36±4.16 22.75±4.34 6.276 ＜0.05

(注：上 接表 1）
（2）据统计数据，护理后实验组食欲下 降、恶心呕吐、

吞咽困难、疼痛、失眠评分低于 常规组，P＜0.05，具体数据

见表 2：
表 2 两 组患者食欲下 降、恶心呕吐、吞咽困难、疼痛、失眠评分比较（分，x±s）

项目 时间 常规组（n＝43） 实验组（n＝43） t P

食欲下 降
护理前 21.52±6.16 21.68±6.18 0.324 ＞0.05

护理后 19.28±6.12 15.63±4.21 3.975 ＜0.05

恶心呕吐
护理前 21.73±7.72 21.76±7.21 0.573 ＞0.05

护理后 19.53±7.52 14.31±6.94 5.652 ＜0.05

吞咽困难
护理前 24.52±7.35 24.63±7.28 0.862 ＞0.05

护理后 22.36±7.40 18.42±7.21 4.863 ＜0.05

疼痛
护理前 25.63±6.52 25.42±6.58 0.734 ＞0.05

护理后 23.69±6.41 18.93±6.02 7.753 ＜0.05

失眠
护理前 51.42±17.36 51.39±17.45 0.232 ＞0.05

护理后 49.34±17.21 36.73±16.41 4.733 ＜0.05

（3）据统计数据，护理后实验组不 良情绪改善情况优

于 常规组，P＜0.05 。 具体数据见表 3：
表 3 两 组患者不 良情绪改善情况比较（x±s）

组

别

例

数

焦虑 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

规

组

43
23.43±
1.78

18.24±
0.23

20.26±
1.43

15.51±
0.47

实

验

组

43 23.46±1.79 11.20±0.18 20.28±1.69 9.21±0.02

t / 0.272 5.238 0.493 6.953

P / ＞0.05 ＜0.05 ＞0.05 ＜0.05
3 结论

肺癌免疫治疗患者承担着不 同程度的治疗相关性症状

负担，患者时常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下 降、失眠等现象，会

导致患者出现烦躁情绪，影响患者病情的恢复。 随着医学理

念不 断发展，临 床开始采取更加规范化的策略，改善肺癌患

者治疗过程中 的一 系列不 良情况。 对没有自护能力的患者，

要充分满足其需求，并且 护理人 员从 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等

方面，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和需求，为 其提供更加优质、全面

的护理，帮助患者缓解病情[5]。 除了 行之 有效的临 床护理外，

有自护能力的患者积极自我护理也 同样重要，通过提高患者

的能动性，使患者在主 观上 认识到积极调整心态、保持规律

作 息等的重要性。 护理人 员需明确职责，加强服务意识和职

业 道德，积极为 患者提供指导和帮助，降低自我护理过程中

意外事 件 的发生率，严 格按照自我护理的要求和相关制度规

范，从 各环节确保患者的安全性，促进患者病情的改善。 根

据研究结果可知，实验组患者整体情况优于 常规组，且 各项

数据均表明，自我护理策略的实施具有发展性优势，效果显

著。 可得出结论，自我护理能提高患者的疾病知识认知度，

增强患者主 动性，同时提高护理的质量，巩固免疫治疗的效

果，帮助控制患者病情，从 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 患者护

理期间的安全性提供保障，对于 延长患者生命时间意义 重大，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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