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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医院当中晚期肺癌患者运用延续性护理，给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睡眠障碍带来的影响。方法：选取医院当中晚期肺癌患者
140 例作为对象进行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7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观察组运用延续性的护理方法，对比两组患
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睡眠障碍情况。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未出现显著差异（P＞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临床上治疗晚期肺癌患者过程中，医护人员给
患者提供延续性的护理方法，能够有效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进行改善，还能优化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情况，临床运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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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的肺癌疾病属于原发性恶性肿瘤，具有非常高的病死

率，治疗晚期肺癌的患者时，化疗作为主要的治疗方式，能够帮助
患者降低癌细胞的转移速度，控制患者肿瘤的生长，延长患者的生
命。在化疗当中同样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细胞，治疗时间比较久，容
易导致患者出现并发症，加上患者呼吸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各种不
良反应，直接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睡眠情况带来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以及睡眠情况会直接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产生影响。此次研究
当中具体探讨延续性护理给晚期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睡眠障
碍带来的效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当中晚期肺癌患者 140 例作为对象进行研究，随机均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70 例，全部的晚期肺癌患者当中男性患者
80 例，女性患者 60 例，全部的患者的年龄为 44-76 岁，平均患者
的年龄为（52.80±4.5）岁，患者病程 1-6 岁，平均患者病程（2.6
±0.3）年。两组一般资料未发现显著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观察组运用延续性的护理方法： 
1.2.1 健康知识宣教 
利用组织护理讲座的方法，给患者介绍疾病有关知识和各种注

意要点。护理人员要通过播放短视频的方式指导患者掌握有关疾病
的内容。 

1.2.2 运动方面 
护理人员定期给患者展开运动指导的讲座活动，告诉患者展开

运动的重要意义，内容包括运动强度、时间、具体方法等，通过电
话随访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具体运动情况，叮嘱患者每周展开 2-4

次的全身性的运动，患者和患者间要交流分享运动心得。 
1.2.3 饮食方面 
护理人员运用微信群给患者发送个性化的饮食安排，结合患者

实际病情，调整患者的饮食方案，让患者多吃水果蔬菜，确保大便
畅通，做好延续性的跟踪护理。 

1.2.4 睡眠方面 
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防止患者睡眠不足

带来的抵抗力下降，加快患者疾病恢复速度。此外，护理人员还能
让患者倾听喜欢的音乐，有助于患者睡眠。 

1.2.5 随访方面 
对于出院后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尝试每一周展开一次的电话回

访，第一周时间，对患者的不良反应进行了解，第二周时间，对患
者的睡眠质量以及运动状态进行关心，第三周时间，对患者的心理
变化及逆行关心，每一次都需要仔细记录下患者的回访内容，结合
患者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对应的治疗以及护理的意见。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1.3.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睡眠障碍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研究当中的数据资料运用统计学软件展开分析，差异具备

的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来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未出现显著差异（P＞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sx ± ，分） 
组别 时间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 整体健康 

护理前 44.2±6.5 36.2±5.5 71.5±7.4 43.2±6.6 49.3±7.2 观察组（n=70） 
护理后 70.8±8.0 52.6±7.5 83.2±8.9 76.8±8.2 60.5±7.8 
护理前 43.8±6.1 36.6±5.8 71.5±7.6 43.4±7.0 49.2±7.3 对照组（n=70） 
护理后 56.5±7.2 45.2±6.1 76.2±8.0 50.2±7.5 55.2±8.2 

2.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 
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的睡眠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 sx ± ，分）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安眠药物 白天功能 

观察组 70 1.5±0.2 1.6±0.1 1.2±0.1 0.7±0.2 1.1±0.1 1.2±.1 1.4±0.2 
对照组 70 2.1±0.2 1.9±0.1 1.5±0.1 1.1±0.1 1.4±0.1 1.5±0.1 1.8±0.1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延续性护理做到从医院到家庭当中的护理连续工作。运用电话

随访的手段，叮嘱患者坚持进行服药展开治疗。从患者具体情况出
发，给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运动计划，确保患者在家中也可以
实现自行护理。运用微信群加强患者、护理人员、患者之间的互动
交流，经过分享反馈的方法提高患者治疗依从度。延续性护理方法
能够帮助晚期肺癌患者改善生活质量，促使他们更主动积极治疗疾
病，为患者良好控制疾病带来有利的帮助。 

总之，临床为晚期肺癌患者实施护理当中，开始引入延续性的
护理方式，获取了较为显著的临床护理效果，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

量，优化睡眠质量，深受患者和家属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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