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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围术期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性'生存质量'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

选取

33$

例食管癌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3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组除了常规护理外还进行综合护理

干预$分别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护理前后的治疗依从性'生存质量'术后并发症进行比较$结果
!

干预组中完全依

从为
XX

例"

AX.#AT

#!部分依从为
-X

例"

-&.%AT

#!不依从为
&

例"

#."&T

#%总体生存质量评分为"

#B.X%Y&.$A

#

分%并发症总体发生率为
-$.3BT

$对照组中完全依从为
&X

例"

&%.A-T

#!部分依从为
3%

例"

-A.X&T

#!不依从为

3$

例"

3-.$"T

#%总体生存质量评分为"

#%.&BY#.-"

#分%并发症总体发生率为
"%."&T

!

3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B

$

%.%#

#$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依从性好!生存质量高!术后并发症少$结论
!

在围术期进行护理干

预对提高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性'生存质量'降低术后并发症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

食管癌%

!

护理干预%

!

治疗依从性%

!

生存质量%

!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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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由食管的上皮组织恶变所引起的一种消化道常

见肿瘤+

-

,

)食管癌占恶性肿瘤中的
3T

+

3

,

#并且每年会使大约

3%

万患者失去生命+

"

,

)在我国#食管癌的发病率也非常高)

在治疗食道癌的方法上#手术治疗最为有效)但是手术治疗有

着很多缺点!手术治疗所造成的创伤大#并且手术之后的恢复

时间较长#同时并发症也较多)这些后果都会对患者的术后恢

复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而造成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降低)此

外#治疗依从性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

于治愈依从性差的患者#可能会导致久治不愈的状况发生#从

而影响患者对于治愈疾病的信心#最终影响疾病治疗的效果)

为了能够更好地研究围术期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

性*生存质量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研究选择
3%-3

年
X

月至

3%-$

年
X

月本院收治的
33$

例食管癌患者#对其进行研究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3%-3

年
X

月至
3%-$

年
X

月于本院接受

治疗的
33$

例食管癌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3

例)全

部患者均无精神及活动能力不正常者#且都愿意参与调查)干

预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B

%

%.%#

%#见表
-

)

$./

!

方法
!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另加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如下)$

-

%患者入病房时#护士帮助

-

33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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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物品及熟悉病室环境#耐心与患者交谈#充分了解患者的

病史与生活习惯#并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及时发现并解决患者

的问题#指导合理饮食*睡眠#取得患者的信任)热情接待患

者#主动做自我介绍#搀扶患者到病床)$

3

%以相关医学知识讲

解食管癌的知识#介绍手术*化疗情况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原

因与防治措施#特别说明根治性手术的意义#向患者详细解释

病情#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消除紧张恐惧心理)指导*鼓励

患者表达情感#在掌握患者心理需求和存在的问题后及时给予

解释*鼓励和安慰等#以疏导患者的消极情绪#调动其积极性来

配合治疗)通过手术恢复好的患者的示范作用建立癌症可战

胜观念#以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

"

%行为干预#要求嗜烟酒的

患者戒烟酒#并指导患者进行呼吸功能训练)

*

深呼吸运动!

术前
-

周开始让患者练习深而慢的呼吸#在吸气末停滞
-

!

37

后#缓慢地呼气#呼气时间约为吸气时间
3

倍#

3

!

"

次"天#每

次
-%;<=

#反复训练直到熟练为止)

+

有效咳嗽训练!教会患

者咳嗽动作分
"

个时段#首先是咳嗽之前深吸气
-

次关闭声

门#其次是骤然收缩胸腹肌以冲开关闭的声门#最后是爆发性

强有力地收缩呼吸肌和辅助呼吸肌#将痰液随喷出气流咳出)

,

束胸腹式呼吸训练!用胸带绑住患者胸部#教会患者用鼻吸

气时#腹部向外膨出#屏气
-

!

37

以使肺泡张开#呼气时让气

体慢慢从口中呼出#开始训练时可让患者将双手放在腹部肋弓

下#吸气时将双手顶起#呼气时双手轻轻下压#每天坚持训练

数次)

$.'

!

疗效判定

$.'.$

!

治疗依从性评价标准
!

完全依从为在治疗时遵照医生

的建议#进行规范的治疗(部分依从为多数遵照医生建议进行

治疗#少数不规范(不依从为常常不遵从医生建议#并没有完成

治疗+

$!#

,

)

$.'./

!

生存质量评定
!

由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

卷由专业的癌症研究机构制订#其中包括角色功能*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
#

个功能表#包括
&%

个问题)

全部评分在
%

!

-%%

分#分数越高表明生存的质量越高)单项

分数高表明单项的功能好#症状影响越小)

$.'.'

!

术后并发症评定
!

观察记录术后
-

月患者并发症的发

生情况#如肺部感染*肺不张等)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A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3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男"女$

'

"

'

% 年龄$

AY=

#岁% 病程$

AY=

#月%

干预组
--3 &3

"

#% $&.%Y-$." -%.%Y$.&

对照组
--3 &%

"

#3 $A.-Y-3.B B.%Y".#

)

3

"

5 3.X& $.3# ".X-

B

%

%.%#

%

%.%#

%

%.%#

/

!

结
!!

果

/.$

!

3

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

干预组的治疗依从性明显要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3

)

/./

!

3

组患者干预后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

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总体生

存质量上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3

!

3

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

%

T

(*

组别
'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干预组
--3 XX

$

AX.#A

%

-X

$

-&.%A

%

&

$

#."&

%

对照组
--3 &X

$

&%.A-

%

3%

$

-A.X&

%

3$

$

3-.$"

%

)

3

$."X #.AB ".X3

B

$

%.%#

$

%.%#

$

%.%#

表
"

!

3

组患者干预后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AY=

&分(

组别
'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总体生存质量

干预组
--3 #%.&AY&."- &%.#XYA.-" &B.3"YA.#X ##.3XY#.&# #X.XBY&.$# #B.X%Y&.$A

对照组
--3 $%.XBY#.$- #%.XBY#.#$ &%.3#Y&.3A $B.A&Y$.3" #3.$AY$.&B #%.&BY#.-"

5 &.$" &.X$ &.3- #.AX #.#- &.%A

B

$

%.%#

$

%.%#

$

%.%#

$

%.%#

$

%.%#

$

%.%#

/.'

!

3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干预组并发症总发

生率为
-$.3BT

#低于对照组的
"%."&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见表
$

)

表
$

!

3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

T

(*

组别
'

肺不张 肺部感染 胸腔积液 胃排空延缓 吻合口瘘

干预组
--3 $

$

".#A

%

&

$

#."&

%

3

$

-.AB

%

3

$

-.AB

%

3

$

-.AB

%

对照组
--3 -%

$

X.B"

%

-3

$

-%.A-

%

$

$

".#A

%

$

$

".#A

%

$

$

".#A

%

)

3

&.%" #.B# &.$X #.3$ #.A-

B

$

%.%#

$

%.%#

$

%.%#

$

%.%#

$

%.%#

'

!

讨
!!

论

治疗依从性是指患者的行为与医生建议的一致程度+

&

,

)

依从性好坏对患者治愈疾病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后的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患者依从性和很多因素有关#

如经济能力*对于疾病治愈的信心等+

A!B

,

)本研究对干预组实

施了综合干预#使患者充分认识治疗的重要性#从而能够更好

地配合治疗和护理)家庭的支持对于患者依从性的提高也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患者可以从家人的支持中得到精神支

柱#获得更大的动力)

生存质量指的是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躯体*心理和社会

-

"3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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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良好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指征+

-%!-3

,

)随着现代医学的

发展#生存率已经不是评价治疗效果的唯一指标)而生存质量

所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除了癌症

本身之外#还与患者心理*文化等很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为$

#B.X%Y

&.$A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BY#.-"

%分$

B

$

%.%#

%#这说

明护理干预可以明显提高食管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发达国家

在疾病的治疗中护理干预已经越来越重要)实施护理干预能

够让患者对自身疾病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从而降低患者对他人

的依赖性#改变自身不良习惯)避免了患者进入不了角色而失

去家人的理解)并且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增加他们的自尊

心#让患者积极面对生活#最终提高生存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护理干预后的患者并发症为

-$.3BT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T

$

B

$

%.%#

%)说明综合护

理干预能够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采用束胸腹式呼

吸训练的目的在于改变患者呼吸方式#使腹式呼吸更有效地补

偿胸部病变时胸式呼吸的不足+

-"!-#

,

)在术后#如果患者能够

掌握深呼吸的方法来进行训练#可以更好地进行康复)深呼吸

运动能够促使痰液的排出#以此来防止肺部感染)烟酒会降低

血液中的氧浓度#增加呼吸道中的分泌物)同时烟酒对于伤口

的愈合也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患者在手术之后必须戒烟戒酒#

这对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围术期护理干预对提高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

性*生存质量及降低术后并发症都有着明显地作用)因此在食

管癌的治疗中辅以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治疗疾病#促进患者

的康复#对于今后的食管癌治疗有着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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