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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手术、放疗治疗外，化疗也是治疗恶性肿

瘤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且该种治疗属全身性治疗，在肿

瘤治疗中起着积极意义 [1]。但在实际治疗中，因相关药

物的使用患者极容易出现恶心呕吐等反应；为避免对化

疗效果造成影响，有学者提出可在肿瘤患者化疗治疗期

间配以心理护理干预，以此减轻患者恶心呕吐症状 [2-3]。

鉴于此，本研究纳入 472 例病患为研究对象，将对肿瘤

化疗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干预对减轻其恶心、呕吐的影响

进行观察与探讨。详情如下：

一、基线资料和方法

1. 基线资料

纳入 472 例病患为研究对象，截取于我院肿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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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肿瘤化疗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干预对减轻其恶心、呕吐的影响。方法：纳入472例病患为研究对

象，截取于我院肿瘤内科2021年1月-2022年2月收治肿瘤化疗患者；按照随机单盲法进行分组，均分为2组，1组

为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组（n=236），1组为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心理护理干预的实验组（n=236）；观察和对比

两组干预效果。结果：在干预后恶心呕吐总发生率方面，实验组（66.10%）同基础组（100.00%）相比显著较低，组

间差异较大（P＜0.05）。结论：肿瘤化疗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干预对减轻其恶心、呕吐症状有着积极作用，可显著改

善肿瘤患者化疗后生存质量；提高治疗信心；提高患者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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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lleviating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umo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47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who were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single-blind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1 group was the basic group that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n=236), 1 group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t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n=236);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66.10%)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basic group 
(100.00%),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lleviating nausea and vomiting symptoms,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ancer 
patients after chemotherapy. Improve treatment confidence;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improve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Recommend promotion.

Keywords: Tumor; Chemotherapy; Psychological care; Nausea and vomiting



51

预防医学研究: 2022年4卷9期
ISSN: 2705-0440(Print); 2705-0459(Online)

科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2 月收治肿瘤化疗患者；按照随

机单盲法进行分组，均分为 2 组，1 组为接受常规护理

干预的基础组（n=236），1 组为接受常规护理干预 + 心

理 护 理 干 预 的 实 验 组（n=236）。 基 础 组 男 / 女 患 人 数

比 119：117；患者年龄最小 41 岁、最大 60 岁，年龄均

值（49.89±5.56） 岁； 文 化 程 度：62 例（26.27%） 小

学，84 例（35.59%） 中 学，47 例（19.92%） 高 中 / 中

专，43 例（18.22%）大专及以上。实验组男 / 女患人数

比 120：116；患者年龄最小 42 岁、最大 61 岁，年龄均

值（50.47±5.73） 岁； 文 化 程 度：59 例（25.00%） 小

学，86 例（36.44%）中学，49 例（20.76%）高中 / 中专，

42 例（17.80%）大专及以上。组间资料对比具有同质性

（P ＞ 0.05）。纳入标准：经病理检查确诊患有肿瘤患者；

生存期＞ 6 个月者；处于肿瘤化疗期者；患者及家属知

情并签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合并高血压、糖尿病

者；以往存在精神病史者；对本研究不配合者。

2. 方法

（1）基础组

本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模式，主要包括生活护理、

基础护理、健康教育等 [4]。及时构建良好病房环境、记

录呕吐液量、颜色、性状及制定针对性饮食方案等常规

护理干预。加强对患者的皮肤与口腔护理，并不断加强

对患者病情的监测，时刻关注并发症的出现，如果发现

患者出现异常现象，需要马上通知医生。

（2）实验组

本组患者基于上述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接受心理护

理干预，详情如下：

①主动构建良好护患关系：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联合个性化心理护理，需要在患者入院后，与之交

流沟通，通过耐心、和善的语气从而消除患者个人强烈

的对医生的抵触心理，敞开心扉，使其积极接受并配合

医院方面做出的治疗活动。并运用 DT 温度计，制定个性

化心理护理方案。

②认知干预：护理期间，护理人员应就恶性肿瘤病

发机制、病症表现、治疗方式以及化疗的积极意义等内

容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详细讲解，并将化疗期间以及化

疗后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及相关不良反应护理干预方法

告知患者，以使其事先做好心理准备，改善其焦虑、恐

惧、惊慌等不安情绪，提升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向患者

介绍榜样案例，强化其疾病治疗信心及治疗依从性。

③行为干预：护理人员可通过聊天、指导患者进行

放松想象、倾听舒缓音乐等方式来转移患者注意力，以

此舒缓其精神压力与病痛，使患者保持良好心态。除此

之外，护理人员还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针

对性运动方案，从而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改善患者负性情

绪和恶心呕吐症状。

④家庭、社会干预：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社会支持系

统进行评估，并积极调动患者配偶、亲属等多方面支持

力，指导他们多多给予患者以沟通、陪伴、关心与支持，

使患者充分感受到温暖、形成积极心态，更好配合治疗，

尽早康复。

3. 指标观察

参照中国 csco 抗肿瘤治疗相关恶心呕吐预防和治疗

指南 [5-6]，以下表（1）4 个标准对实验组、基础组两组患

者干预后恶心呕吐发生情况进行观察、记录与评估：

表1　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风险

风险等级 发生概率

高度致吐风险

（high emetic risk）
急性呕吐发生率 >90%

中度致吐风险

（moderate emetic risk）
急性呕吐发生率 30%-90%

低度致吐风险

（low emetic risk）
急性呕吐发生率 10%-30%

轻微致吐风险

（minimal emetic risk）
急性呕吐发生率 <10%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以 % 表示等计

数资料，行卡方检验；以（x±s）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

验，（P ＜ 0.05）时即为呈现出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经 观 察 与 评 估， 在 干 预 后 恶 心 呕 吐 总 发 生 率 方

面，实验组同基础组相比显著较低，组间差异较大（P

＜ 0.05）。详见下表：

表2　对比两组干预后恶心呕吐情况[n（%）]

组别 例数 轻微 低度 中度 高度 总发生率

基础组 236
20

（8.47）

52

（22.03）

66

（27.97）

98

（41.53）

236

（100.00）

实验组 236
18

（7.63）

38

（13.56）

47

（19.92）

53

（22.46）

156

（66.10）

x2 / / / / / 96.327

P / / / / / 0.000

三、讨论

对于肺癌、卵巢癌、白血病等恶性肿瘤而言，化疗

是最佳的治疗手段之一 [7]；且治疗时，化疗给药方式较

为多样（如口服、体腔或静脉等），此种治疗方式能够对

患者机体内存在的肿瘤细胞进行灭杀，从而达到提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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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的目的 [8-9]。但由于患者需要长时间

接受化疗治疗，且相关化疗药物的应用还会刺激到患者

肠胃道，因而化疗治疗后，大多数患者普遍会出现恶心

呕吐症状，严重影响患者化疗后生活质量；还有部分患

者因恶心呕吐症状较为严重，需要暂停化疗治疗，这将

不利于其疾病的治疗 [10-11]。还有研究表明，合适的护理

干预有助于患者更加积极的配合治疗以及应对化疗后出

现的问题，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2] 综合上述情况，有必

要给予肿瘤化疗患者以有效护理。而有研究表明，作为

一种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心理护理能够通过构建良好

护患关系、给予患者以行为、认知干预以及家庭、社会

支持等多方面护理来改善肿瘤患者化疗后恶心呕吐症状
[13]。为此，本研究纳入 472 例病患为研究对象，并以肿

瘤化疗患者接受常规护理作为参照，对心理护理干预在

减轻肿瘤化疗患者恶心呕吐方面的影响展开深入观察与

探讨，结果显示：在干预后恶心呕吐总发生率方面，实

验组同基础组相比显著较低，组间差异较大（P ＜ 0.05）。

由此可看出，临床肿瘤患者化疗治疗期间，可通过给予

患者以心理护理干预的方式来改善患者负性情绪，转移

患者注意力，降低其恶心呕吐发生率。

综上，肿瘤化疗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干预对减轻其恶

心、呕吐症状有着积极作用，可显著改善肿瘤患者化疗

后生存质量，提高治疗信心，提高患者满意度，改善护

患关系；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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