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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干预性护理对胸部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肺炎的
作用
杨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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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干预性护理对胸部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肺炎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治的 100 名由于胸部肿瘤放疗所引发的二级及以上的放射性肺炎患者作为临床的研究对象，对于对照组的患者，
主要使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实验组的患者在常规护理工作开展的基础上，使用一些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结果：
实验组的患者在放射性肺炎的总体治疗有效率方面达到了 9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只有 82%，实验组的护理满意
度是 98%，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86%；结论：干预性护理措施，对于胸部肿瘤放疗所引发的放射性肺炎，有着比
较积极的护理作用与效果，有利于提高临床当中的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的肺炎得到及时的治疗与康复，是一种值
得在临床当中进行推广的护理措施。

【关键词】干预性护理；胸部肿瘤放疗；放射性肺炎；作用

前言
胸部肿瘤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肺肿瘤、纵膈肿

瘤和食管肿瘤。对于胸部的肿瘤来说，有良性肿瘤和恶

性肿瘤的区别，对于良性肿瘤通常情况下使用手术的方

式进行切除，并且手术之后患者的整体疗效比较理想，

但是恶性肿瘤的生长比较迅速，自身的转移能力比较强，

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在临床当

中通常情况下会使用放疗或者化疗的方式对肿瘤进行治

疗，但这些治疗手段对患者的身体也会带来损害，最为

直接的并发症就是出现放射性肺炎，并且患者在恢复方

面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使用干预性的护理措施对

于胸部肿瘤放疗所导致的放射性肺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

用，下面将通过实验来进行具体的证实。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RTOG 急性放射性肺损伤的分级标准为依据，选

取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治的 100 名由于胸

部肿瘤放疗所引发的二级及以上的放射性肺炎患者作为

临床的研究对象，所有的患者都接受病理学方面的检测，

已经确诊为胸部肿瘤IV期，同时在严格的筛查过程当中，

确保研究的对象不存在慢性疾病或者一些重要的脏器衰

竭。采用随机分组的原则对 100 名患者进行划分，每一

个组别都有患者 50 名。在实验组当中男性患者有 34 名，

女性患者有 16 名，他们的年龄在 30 岁到 68 岁之间，平

均（42.7±5.7）岁。在实验组当中男性患者有 33 名，

女性患者有 17 名，他们的年龄在 31 岁到 68 岁之间，平

均（42.3±6.2）岁。两组患者的其他资料数据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肿瘤的分期和放射性肺炎的分级临

床资料差异也不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不影响临床当中对

照性实验的客观性。

1.2 方法

对于对照组的患者，主要使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对

他们的脉搏和血压等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同时按照医生

的嘱咐进行用药。实验组的患者在常规护理工作开展的

基础上，使用一些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首先对他们

开展心理层面的指导工作，耐心解释胸部肿瘤的具体发

病原因和机制，确保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疾病有一定的了

解，同时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指导工作，减少患者所

存在的心理负担。其次在呼吸道的护理工作当中，要确

保患者的呼吸道处在通畅的状态之下，对室内的空气新

鲜程度以及温湿度进行控制，避免患者出现上呼吸道层

面的感染现象，同时也让预防患者出现放射性肺炎。如

果患者本身存在着咳痰的症状，那么可以开展雾化吸入

治疗，适当通过扣背的方式，协助患者进行痰液的排出，

密切关注患者在体温方面的变化状况，一旦出现发热的

现象就及时报告医生，开展进一步的处理。

接着，在饮食干预当中，建议患者尽量使用一些高

热量和容易消化的食物，在食物的选择方面推荐患者多

吃粗粮，同时尽量多喝水，增加身体当中的排尿量，通

过排尿的方式促进毒素得到代谢。结合患者的身体情况，

适当进行维生素的补充，使得体内的微量元素稳定得到

维持。最后适当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功能锻炼，耐心

向患者讲解在住院期间的具体注意事项，同时告知患者

在出院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例如在饮食方面，要

尽量做到清淡，避免吃过于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尽量做

到戒烟戒酒。在住院期间，医生要适当指导患者开展康

复方面的锻炼工作，确保患者的睡眠处在充足的状态当

中，按照医生的嘱咐用药。在出院的时候，需要嘱咐患

者坚持开展功能锻炼，告知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进行大致

判断的方法，便利于和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

同时及时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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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设置护理满意度的调查问卷，

对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开展数据的收集。

1.3 评价标准

如果患者经过 X 线检查，在肺部方面的炎症阴影不

存在，同时肺部接受听诊没有啰音那么认为达到痊愈的

状态。如果患者经过 X 线检查，肺部的炎症阴影大部分

被吸收，同时肺部的听诊只有一些微弱的啰音那么认为

是有效的。反之，如果没有得到上述的效果则认为治疗

是无效的。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如果 P 小于 0.05 则表示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经过干预性护理措施和常规护理措施的采取之后，

实验组的患者在放射性肺炎的总体治疗有效率方面达到

了 9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只有 82%，且实验组达到痊

愈治疗效果的患者有 40 名。

表 1		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实验组 50 40 8 2 96%

对照组 50 28 13 9 82%

2χ 4.927 5.013 5.214 4.982

P 0.024 0.013 0.006 0.020

在护理满意度调查当中，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98%，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86%，两组之间的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

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

意度
实验组 50 40 9 1 0 98%

对照组 50 27 16 3 4 86%

2χ 3.813 4.005 4.103 3.927 3.955

P 0.004 0.006 0.016 0.009 0.035

3 讨论
肿瘤放射治疗是一种局部照射的治疗方式，在临床

当中对于恶性肿瘤的患者，一般都需要使用联合放疗的

治疗手段，并且小部分的患者通过放疗的治疗措施，可

以达到疾病的完全缓解状态，正是由于这种特点的存在，

使得这种治疗手段成为了恶性肿瘤的主流治疗方法。但

是该治疗手段在对患者的疾病产生治疗效果的同时，也

会抑制人体细胞的生长，带来各种各样的毒副作用与影

响，例如引发患者出现放射性肺炎等等。近些年来，人

们希望在临床的护理工作当中，能够找到有效的护理干

预方法，引入到放射性治疗的过程当中，促进患者治疗

依从性的提升，同时也让患者的疾病得到及时康复。结

合临床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胸部肿瘤

放疗所引发的放射性肺炎患者而言，他们在思想层面的

负担比较重，自身的情绪比较低落，因此可以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开展一些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开

展特殊呼吸道的护理工作，指导他们达到全面均衡的饮

食状态。在此基础之上，要注重对患者进行心理方面的

疏导和教育，确保患者对于自身的疾病。在患者的饮食

方面，要注意打造饮食的平衡状态，保持在一个良好的

心情当中，有利于患者疾病的及时康复。

通过本次对照性实验的开展，也进一步发现综合性

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提高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程度，

同时在放射性肺炎的治疗有效率方面，整体的有效效果

也更加突出，有利于医患之间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

促进患者及时康复，是一种值得在临床当中进行应用与

推广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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