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应用于母婴同室效

果显著#可有效增强产妇产后知识总知晓度#促进产后恢复#提

高母乳喂养率#提高护理总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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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及护理策略"

饶井芬!朱
!

彤#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河北承德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影响!评估患者生活质量状况!分析护理策略$方法
!

选

取该院
;/.0

年
1

月至
;/.5

年
0

月
..8

例乳腺癌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
5-

例$两组均用赫

塞汀联合化疗方案!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措施基础上另外给予个性化护理&治疗及护理
;

个疗程后!观

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9P

#进行评分$结果
!

观察组患者客观缓解率

"

8-40-U

#高于对照组"

8/405U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
"9P

评分"

540-V/40.

#分低于对照组"

:48/V/401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患者心脏毒性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生活质量%依从性和护理

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结论
!

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配合个性化护理!能够提高晚期乳腺癌患者临

床疗效!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缓解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赫塞汀&

!

晚期乳腺癌&

!

化疗&

!

临床疗效&

!

护理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3855

"

;/.-

#

.3';3.5'/0

!!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晚期患者病情常反复#能

够通过淋巴*血液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灶转移#严重威胁女性身

心健康)赫塞汀是一种重组
S%9

衍生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可选择性作用于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

$

2#_;

%的细胞外部

位#临床已作为单药治疗
2#_;

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

癌'

.';

(

)晚期乳腺癌患者以化疗为主要治疗手段#患者需忍受

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本研究应用赫塞汀治疗#加强化疗期间

的护理#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以进一步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诊治的
;/.0

年
1

月至
;/.5

年
0

月

..8

例乳腺癌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乳腺癌患者均符合

中国抗癌协会1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

;/..

版%2临床诊断标

准'

0

(

#均经病理组织学确诊为晚期)年龄
00

!

-/

岁#平均

$

5.4/1V-4.;

%岁#临床
&%W

分期!

+

期
-5

例#

,

期
03

例#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
5-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

+

5.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

基金项目"河北省承德市科技局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资助项目$

;/.;;.88

%)

#

!

通信作者#

#'MC<F

!

;;3301/::

"ff

4E*M

)



$

5.4/8V-4./

%岁#

+

期
01

例#

,

期
.3

例)应用赫塞汀联合化

疗方案治疗并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平均年龄$

5.4.5V-4.8

%

岁#

+

期
0-

例#

,

期
;/

例#应用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在

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两组患者的

年龄*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具

有可比性)排除病例!严重心*肝*肾等疾病#患有其他恶性

肿瘤)

$4/

!

方法

$4/4$

!

治疗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赫塞汀注射液$注射用曲妥

珠单抗#

$42*IIMC=='!C_*ED?!AL4

#批准文号
P;/..//53

%#初次

8M

B

"

b

B

#第
;

次维持量
;M

B

"

b

B

#

/43U

氯化钠
;5/M!

加入至

输液袋中#静脉滴注#

.

次"
-

天#连续应用
0

周'

8

(

)

$4/4/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所有患者均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

征#给予临床常规护理#包括化疗过程中的基础生命体征监测#

饮食指导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

.

%患者治疗过程中主要不良反应为心功能障碍#严密监护患

者生命体征#特别是针对心功能进行监护#减轻患者的心功能

不良反应#避免出现意外&$

;

%化疗药物具有强刺激性#加强化

疗期间的护理#减少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的不适感&$

0

%晚期乳

腺癌的转移及压迫增加了患者的疼痛#及时使用止疼药*有效

的控制疼痛#减轻患者的痛苦&$

8

%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晚期

乳腺癌患者存在悲观*恐惧*绝望心理#护理过程中理解患者*

及时倾听并与患者沟通交流#减轻患者的焦虑*烦躁#使患者保

持平静并积极地配合治疗&$

5

%加强患者饮食和营养干预#鼓励

患者积极进食#提高患者的机体免疫力'

5':

(

#以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

$4'

!

观察指标
!

治疗
;

个疗程后#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

准评估患者近期临床疗效!完全缓解$

R_

%*部分缓解$

,_

%*疾

病稳定$

PS

%*疾病进展$

,S

%#客观缓解率
6

$

R_l,_

%"$

R_l

,_lPSl,S

%&观察乳腺癌患者不良反应*采用生活质量评分

评估生活质量#

/

!

:/

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采用

视觉模拟评分法$

"9P

%评估患者疼痛程度#

/

!

./

分#分数越

高#表示疼痛越严重)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34/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以
IV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

U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客观缓解率高

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结果比较(

(

#

U

$)

组别
( R_ ,_ PS ,S

客观缓解

对照组
5- ;

$

04;0

%

;.

$

05481

%

;3

$

8.438

%

5

$

.3405

%

;0

$

8/405

%

观察组
5- 0

$

:485

%

;8

$

81403

%

;:

$

0;4;:

%

8

$

.;43/

%

;-

$

8-40-

%

/4/

!

两组患者主要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心脏毒性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

表
;

)

/4'

!

两组患者
"9P

评分*生活质量结果比较
!

观察组
"9P

评分$

540-V/40.

%分低于对照组$

:48/V/401

%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4/5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为$

8343/V04.;

%分

高于对照组$

804:1V;4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表
;

!!

两组患者主要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

#

U

$)

组别
(

呼吸道感染 心脏毒性 恶心呕吐 白细胞下降 肝功能异常

对照组
5- 1

$

.-4/;

%

..

$

.340/

%

5-

$

.//4//

%

81

$

184;.

%

88

$

--4.3

%

观察组
5- 0

$

54;:

%

0

$

54;:

%

+

5;

$

3.4;0

%

8/

$

154..

%

0:

$

:04.: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4/5

'

!

讨
!!

论

!!

晚期乳腺癌患者进展迅速#临床上大多不建议手术#主要

以含铂类化疗方案进行治疗#可致骨髓抑制#但也引起多种不

良反应#预后较差)有研究认为#

;5U

!

0/U

的原发性乳腺癌

患者中
2#_;

呈现过度表达#恶性程度和侵袭性增高#易对化

疗药物产生耐药性'

-

(

)体内外实验中均显示赫塞汀可抑制

2#_;

过度表达的肿瘤细胞的增殖#增加对化疗的灵敏度)赫

塞汀对于
2#_;

过度表达的乳腺癌均可带来一定益处#改善

患者预后#特别是对晚期乳癌有更好的效果)

赫塞汀对
2#_;

蛋白具有高度亲和力#能够特异性结合

2#_;

蛋白#从而阻断肿瘤细胞的信号传递#通过肿瘤细胞在

细胞周期
O

阶段的生长被抑制#来抑制肿瘤细胞的过度增殖)

赫塞汀与化疗具有协同作用#增强化疗的灵敏度#抑制癌细胞

的分化*分裂#转移#促进癌细胞的凋亡 '

1'./

(

)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两组患者均获得较好效果#但观察组患者客观缓解率要

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提示应用尿多酸

肽联合化疗方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能够获得较好疗效#个性化

护理干预可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

生活质量和疼痛程度均明显好于对照组#说明综合护理干预可

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赫塞汀具有一定的心

脏毒性#心功能障碍是赫塞汀的主要不良反应#而本次研究结

果表明#观察组患者心脏毒性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4/5

%)由此可见#在积极进行治疗的同时给

予综合护理干预#加强患者免疫抑制*不良反应护理#注意预防

继发性感染#可降低心脏毒性发生率)

综上所述#应用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具

有较好疗效#同时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可以提高患者临床疗效#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缓解患者疼痛#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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