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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干预在化疗患者恶心呕吐护理中的应用
杨　静　肖丽彬　张安龑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目的：探究对化疗患者恶心呕吐应用饮食干预的效果。方法：选取自 2021 年 6 月 ~2022 年 6

月到我院就诊的 92 例化疗患者。以 Excel 表格分组法均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每组均为 46 例。参照组给予常

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加用饮食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程度。结果：实

验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少于参照组，组间数据对比差异成立（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中躯体功能、精神健康、

躯体疼痛及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程度均高于参照组，

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结论：饮食干预对化疗患者恶心呕吐的应用效果较好，患者的恶心呕吐发生情

况减少，生活质量改善，护理满意程度提高，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建议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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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etary intervention in nursing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chemotherapy patients
 Jing Yang　Libin Xiao　Anyan Zh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unyi,Guizhou,563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etary intervention on nausea and vomiting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were selected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Excel table 
grouping method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each group were 46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dietar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established (P<0.05). 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 mental health, physical pai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established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established (P<0.05). Conclusion: Dietary intervention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ing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popularize and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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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俗称癌症，是当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

之一。有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每天死于癌症的人数已经

超过 6000 人，而每日确诊确诊癌症的患者超过 10000

人 [1]。恶性肿瘤的生长速度以及浸润程度均较高，患者

在发病过程中，生活质量急剧降低。临床中对于恶性肿

瘤的主要治疗方案为手术联合放化疗治疗。化疗是指通

过全身或局部应用化学药物来杀灭肿瘤细胞，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但是化疗不仅会对肿瘤

细胞产生作用，对于健康的细胞也同样会杀灭[2]。因此，

导致化疗的并发症较多，患者常存在不耐受的情况，对

患者的身心健康均造成严重影响。恶心呕吐是化疗患者

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对患者的营养状况及心理状态

造成严重影响。如何改善化疗恶心呕吐反应的严重程度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3]。常规护理干预对于化疗的干预

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饮食护理能够根据患者的个人情

况来调整患者的饮食计划，在强化患者身体素质的同时

来减少出现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的可能性，在临床中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鉴于此，本文特研究对化疗患

者恶心呕吐应用饮食干预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自2021年 6月～2022年 6月到我院就诊的92

例化疗患者。以Excel表格分组法均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

每组均为46例。纳入标准：（1）符合化学治疗的相关指征；

（2）年龄≥18岁；（3）知晓自身病情；（4）了解研

究内容，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合并消化道出

血等疾病；（2）合并意识障碍；（3）合并严重精神疾

病；（4）对本次研究内容不耐受；（5）化疗前存在恶

心呕吐情况。（6）主观拒绝参与研究。实验组男女之比

为25:21。年龄32～79岁，均值为（58.46±11.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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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类：宫颈癌11例、直肠癌14例、结肠癌12例、

卵巢癌例9；参照组男女之比为27:19。年龄29～80岁，

均值为（58.33±11.74）岁；疾病分类：宫颈癌12例、

直肠癌16例、结肠癌11例、卵巢癌7例。比较两组一

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符合临床对比条件。

1.2 方法

参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内容包括：（1）环

境护理：保持患者病房内空气的流动新鲜及卫生的干净，

并定期对患者的病房进行消毒处理，当患者床单被罩弄

脏时要及时的进行更换，并严格控制探访时间，保证患

者能够有充足的休息时间。（2）心理护理：针对患者

不同的负性情绪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引导，使患者能够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配合治疗，并结合患者对于疾病的了

解及恐惧程度，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讲解相关疾病知识

及治疗成功的案例。（3）生理护理：针对患者对于化

疗期间出现的呕吐、恶心等不良反应，对患者进行肌肉

放松训练及穴位按摩，帮助患者放松肌肉减少身体的不

适感，当患者在化疗期间出现脱发的现象护理人员要鼓

励患者戴假发，使患者能够减少自卑感。

实验组加用饮食护理干预，主要内容包括：（1）

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向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知晓

饮食应该循序渐进，养成细嚼慢咽的良好进食习惯，促

进胃肠的负担降低。保持少食多餐，减少进食量，但增

加进食次数。食物选取也应该以易消化，高营养的食材

为主。（2）加强营养管理：护理人员对患者的个人情

况进行评估，了解患者 BMI及病史情况，为患者制定个

人档案，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选取合适的营养饮

食方案。通过结合患者的化疗治疗以及实际营养需求对

患者的饮食计划进行调整。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取合

适的进食方案，包括正常进食，肠外营养支持、肠内

营养支持及序贯营养支持等。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体

重及运动情况来估算患者的每日热量需求，并合理制定

饮食方案，要求碳水化合物应为总热量的 55%，脂肪为

30%，蛋白质为 15%。并叮嘱患者多食用低脂肪、高维

生素的食物，多食用新鲜果蔬，禁止患者食用生冷、辛

辣的刺激性食物。（3）恶心呕吐指导：当患者在化疗

期间出现恶心呕吐情况，应该及时为患者进行指导。护

理人员让患者根据自身的喜好保持舒适的体位，并为患

者播放轻柔的音乐，指导患者深呼吸来放松身心，尽量

想象开心的时间。并保持病房内的安静，减少探视次数。

护理人员在巡视过程中尽量避免发出噪音。让患者多休

息。根据患者的个人爱好，为患者提供娱乐内容，包括

看电视、看书、读报等，让患者的注意力进行转移，减

少恶心呕吐的症状。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比较两组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生活质

量及护理满意程度。

1.3.1 恶心呕吐发生情况观察指标

对患者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进行记录与对比。将

患者的恶心呕吐情况分为Ⅰ级（每天发生恶心呕吐 5次

以下，不影响正常生活）、Ⅱ级（每天发生恶心呕吐5～10

次，对正常生活有略微影响）、Ⅲ级（每天发生恶心呕

吐 10～ 15次，对正常生活有一定影响）、Ⅳ级（每天

发生恶心呕吐15次以上，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1.3.2 生活质量观察指标

采用 SF-36 中躯体功能、精神健康、躯体疼痛及

社会功能 4项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得分 =（实

际得分 -可能最低分）/（可能最高分 -可能最低分）

×100%。分数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1.3.3 护理满意程度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采用护理满意程度调查问卷对患者的护

理满意程度进行评估。问卷包括满意、较满意以及一

般 3个选项，让患者自主勾选。护理满意率 =（满意 +

较满意）/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6.0 软件对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行 X2 检验，计量

资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 x ±s）表示，行 t 检验，

P<0.05 时，组间对比差异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对比

实验组恶心呕吐率为 36.96%，参照组恶心呕吐率

为 76.09%，实验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少于参照组，组

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见表 1所示。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实验组生活质量中躯体功能、精神健康、躯体疼

痛及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

（P<0.05），见表 2所示。

2.3 两组护理满意程度对比

实验组护理满意率为 95.65%，参照组护理满意率

为 82.61%，实验组护理满意程度均高于参照组，组间

对比差异成立（P<0.05），见表 3所示。

3 讨论

恶心呕吐是化疗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会降低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与护理满意程度，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

成严重的影响。护理干预是临床中的重要一环，能够

改善患者的舒适感受，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但是常规护理干预内容较少，缺乏针对性。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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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研究对化疗患者恶心呕吐应用饮食干预的效果。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实验组恶心呕吐率为

36.96%，参照组恶心呕吐率为76.09%，实验组恶心呕吐

发生情况少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

实验组生活质量中躯体功能、精神健康、躯体疼痛及社

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

实验组护理满意率为 95.65%，参照组护理满意率为

82.61%，实验组护理满意程度均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

差异成立（P<0.05）。本次研究中对患者实施饮食护理

干预，指导患者正确认识恶心呕吐，并培养患者良好的

进食习惯，通过少食多餐、细嚼慢咽来降低患者出现恶

心呕吐的可能性 [4]。并对患者食用的食材进行筛选，以

高营养易消化的食材为主。同时，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

为患者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根据其实际热量需求选取

进食方案，并采用不同的喂养方法对患者进行饮食支持。

同时，为患者营造良好的环境，指导患者通过深呼吸、

听音乐等方式来减少恶心呕吐所带来的不适感，促进患

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并降低环境中的噪音，使患者能够

安静的睡眠，促进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改善后，其护理满意程度自然增加 [5]。

综上所述，饮食干预对化疗患者恶心呕吐的应用

效果较好，患者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减少，生活质量

改善，护理满意程度提高，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建议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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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对比表 [n（%）]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恶心呕吐率

实验组 46 10（21.47） 6（13.04） 1（2.17） 0（0.00） 17（36.96）

参照组 46 19（41.30） 10（21.74） 5（10.87） 1（2.17） 35（76.09）

X2 - - - - - 14.331

P - - - - - 0.000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表（ x ±s，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精神健康 躯体疼痛 社会功能

实验组 46 84.35±2.97 85.39±2.88 83.25±3.07 83.72±2.96

参照组 46 80.06±3.15 81.12±2.76 79.48±2.70 79.51±2.63

t - 6.721 7.260 6.254 7.211

P -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程度对比表 [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护理满意率

实验组 46 29（63.04） 15（32.61） 2（4.35） 44（95.65）

参照组 46 17（36.96） 21（45.65） 8（17.39） 38（82.61）

X2 - - - - 4.039

P - - - - 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