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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在口服靶向药物

肺癌患者中的意义研究

杨正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口服靶向药物肺癌患者中应用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本研究纳入对象选取口服靶

药物治疗肺癌患者 78例，研究时间 2019.08-2020.11，将其分成 2 组，分组方法选取随机法，分成组别研究组、对照组，各

39 例，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总结。结果：干预后，两组患者不良反

应、生活质量有显著差异，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生活质量较高，P<0.05 统计学有意义。结论：对口服靶向药物

治疗肺癌患者，开展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可确保其用药安全性，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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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起源于气管、支气管黏膜、腺体的恶性肿瘤疾病，

该疾病在肿瘤科较为常见，患病后患者会伴有咳嗽、咯血、

胸痛等症状出现，该疾病具有较高发病率与死亡率，对患者

生命安全产生严重威胁[1]。口服靶向药物是临床治疗该疾病

主要手段之一，该治疗方法可对肿瘤细胞转移进行抑制，治

疗效果较显著。但受药物影响患者会出现一些列不良反应，

从而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临床治疗效果[2]。为此临床

需对该疾病患者开展有效护理干预，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本研究随机选取口服靶药物治疗肺

癌，对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应用效果展开研究，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19.08-2020.11，对象：口服靶药物治疗肺癌患

者 78例，对患者进行分组，采用随机法分成 2组，研究组、

对照组，例数 39，研究组最大年龄、最小年龄、平均年龄，

80 岁、22 岁、（56.78±2.44）岁，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

者 19例。对照组最大年龄、最小年龄、平均年龄，81 岁、

24 岁、（57.13±2.59）岁，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8 例。

两组患者间基本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可对比。

纳入标准：经影像学检查（胸部 X 线、CT）、病理学检

查确诊为肺癌；患者接受口服靶向药物治疗；预生存期 6 个

月以上。

排除标准：心血管疾病患者；实质性脏器功能障碍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医护人员将靶向治疗相关知识、

需注意事项向患者告知，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在随访过程

中对患者提出疑问进行解答，同时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研究组：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1）加强培训，

开展等级级为基础护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肺癌相关知识、

沟通技巧、护理技能、靶向治疗不良反应识别，同时在培训

过程中培养医护人员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2）个案

护理干预，① 健康宣教，在医院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定期对

患者进行健康指导，每天对患者实施服药提示，在患者出院

后定期随访，对患者用药情况进行了解，对其进行用药监督，

询问患者是否有异常情况出现，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后，医护

人员对其不良反应进行准确识别，并给予其针对性指导。②

个案情绪护理，受不良反应与疼痛影响，患者易出现负性情

绪，对此医护人员对患者开展心理疏导，缓解患者负面情绪，

同时嘱咐患者家属多与患者沟通交流，给予其情感支持、心

理支持。③ 不良反应指导，告知患者及家属治疗过程中可

能出现不良反应与预防措施，并向其讲述停药后不良反应可

消退，无需对于担忧。对于皮肤过敏，指导其定期用清水对

皮肤进行清洗，同时要保持皮肤干燥，穿宽松棉质衣物，禁

止用碱性肥皂，对于瘙痒严重患者可遵医嘱给予患者使用抗

组胺药物。对于消化道反应，根据患者饮食习惯给予其针对

性饮食指导，告知患者以清淡饮食为主，同时对患者排便颜

色进行观察，若出现轻度消化道反应，指导患者多饮水，给

予其服用止吐药，必要时停止治疗。要加强对患者血压监测，

严格控制钠盐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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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如恶心呕吐、皮肤过

敏、高血压等。

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采用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QOL-C30对两组患者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

职能进行测评，每项分值 100分。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口服靶向药物肺癌患者有关数据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展开分析，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表述形式（ X

±S），检验形式 t，两组不良反应对比，表述形式 n%，检

验形式 X2，P<0.05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间不良反应对比

研究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P<0.05 统计学有意义。（表

1）

表 1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n%）

组别
例

数
恶性呕吐 皮肤过敏 高血压

总不良反应

发生率

研究组 39 1（2.56） 1（2.56） 0（0.00） 2（5.12）

对照组 39 2（5.12） 4（10.25） 3（7.69） 9（23.07）

X2 - - - - 5.1859

P - - - - 0.0227

2.2 两组间生活质量对比

研究组生活质量比对照组高，P<0.05 统计学有意义。（表

2）

表 2 比较两组间生活质量[分（ X ±S）]

组别
例

数
生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研究

组
39 84.67±3.56 82.47±3.38 81.59±3.82 82.95±3.73

对照

组
39 63.48±3.28 62.81±3.45 63.27±3.61 64.17±3.42

t - 27.3374 25.4206 21.7676 23.1754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 论

肺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疾病，该疾病主要与吸烟、职

业接触、空气污染、饮食、遗传、其他肺部疾病等因素有联

系，根据组织病理学分类，可分为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

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在临床较为常见，目前临床对非小细

胞肺癌采取靶向药物治疗，该治疗方法可对细胞癌转移进行

有效抑制，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较差，从而

对临床治疗效果产生不良影响[3]。

为提高患者治疗配合度，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临床在治

疗基础上需配合有效护理措施，常规护理是以往临床常用护

理模式，但该护理方式与内容具有一定局现性，缺乏针对性，

难以满足临床护理需求[4]。以护士为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是

一种新型护理模式，该护理模式具有个性化特点，该护理模

式的护理目标较明确，以护士为主导对患者开展个案护理，

可提高患者配合度，从而为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奠定坚实基础

[5]。本研究通过对医护人员加强培训，可提高其专业水平，

为个案护理开展提供良好条件，干预期间对患者开展个案健

康宣教、个案情绪护理、不良反应指导，可提高患者对疾病、

治疗方案认识，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患者依从性，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护士主导的个案护理模式在口服靶向药物肺

癌患者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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