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症护理及康复指导等综合中医辨证护理干预#认为该护理方

法可明显提升临床疗效#促进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缩短住院时

间#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本文研究发现#研究组护理后患者骨

折恢复总优良率为
1/*1%-

#并发症发生率为
%*&#-

#

Y6N

评

分为$

$*,/̀ %*,,

%分#骨折愈合时间为$

,,*/̀ +*,#

%

;

#住院时

间为$

"*&1̀ #*,/

%

;

#总满意率为
1&*.+-

&对照组骨折恢复总

优良率为
&.*+$-

#并发症发生率为
1*&,-

#

Y6N

评分为

$

#*%$̀ %*/,

%分#骨折愈合时间为$

+1*,#`&*/.

%

;

#住院时间

为$

$.*/+̀ #*.$

%

;

#总满意率为
""*&"-

#各项数据资料显示

研究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

提示中医特色临床护理方案护理效果良好#明显优于常规护

理#其可帮助患者更好恢复#减轻患者疼痛#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安全可行#且患者满意度高#提升临床治疗效果#与胡爱

峰(

$$

)

'顾爱焕(

$#

)研究一致*

综上所述#中医特色临床护理方案可明显提升护理水平#

帮助骨折患者更好'更快康复#减轻患者术后疼痛'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安全'可靠#且患者满意度高#可广泛地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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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76!L

术后注射三氧化二坤联合精细化护理

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效果

张小艳$

!任小妮#

!张
!

萌.

"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

$*

传染科*

#*

肿瘤科*

.*

血透室
!

"$#%%%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并分析术后注射三氧化二砷"

OYd

#联合动脉化学栓塞"

76!L

#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
76!L

术后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

例$给予试验组患者
76!L

术后
$

!

$,;

注射
$%3

4

OYd

!连续
,

个循环和护理干预*给予对照组患者
76!L

术后注射生理盐水!

通过比较治疗前后有效率'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YLUa

#'体力状况评分'生活质量'远期疗效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观察两组患者

的疗效$结果
!

"

$

#临床疗效(试验组客观有效率为
.,-

!对照组为
+-

*疾病控制率或获益率试验组为
",-

!对照组为
++-

!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O

'

%*%/

#$"

#

#血清
YLUa

(术后两组血清
YLUa

值升高!术后第
.

天'第
&

天两组血清
YLUa

值变动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术后第
$+

天试验组血清
YLUa

值下降!对照组依旧升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

#两

组体力状况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在躯体功能和生存质量自评总分方面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在症状不良反应'心理机制'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

#远期疗效(试验组无进展生存期为"

#,%*#1̀

.,*./

#

;

!

$

年生存率为
&%-

*对照组无进展生存期以及
$

年生存率分别为"

$"&*11`##*,%

#

;

和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

'

%*%/

#$"

/

#两组药物不良应均不严重且状况基本一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OYd

联合
76!L

治疗有可能

提高客观有效率'疾病控制率和无进展生存时间和年生存率!降低血清
YLUa

水平!改善患者躯体功能和生存质量自评总分!但

不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体能状况评分$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

!

精细化护理*

!

动脉化学栓塞治疗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1,//

"

#%$"

#

#%).$$$)%.

!!

原发性肝癌治疗难度大#发病率高(

$)#

)

#通常采用动脉化血

拴塞$

76!L

%进行治疗#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肿瘤残存'转

移'复发等问题随之产生#

/

年生存率极低仅
"-

!

$%-

(

.),

)

*

肿瘤的残存部分会分泌一些血管生成因子#从而又形成新的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管#促进肝癌生长#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YLUa

%对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复发密切联系(

+

)

#寻找药物

与经导管
76!L

联合对肝癌的治疗有可能提供很好帮助*本

研究探讨术后注射三氧化二砷$

OYd

%联合
76!L

治疗对原发

性肝癌患者临床疗效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

例
76!L

术后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每组
/%

例*其中试验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

%岁&临床分期!

(

期
#%

例#

&

期
#%

例#

)

$%

例*

对照组男
,$

例#女
1

例&平均年龄$

+$*#̀ 1*,

%岁&临床分期!

(

期
$+

例#

&

期
#"

例#

)

"

例*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病理期$肝外或肝内%确认

为原发性肝癌&有肝癌占位性病变或大肿块#蛋白酶'谷氨酰转

肽酶'岩藻糖苷酶'糖链抗原
$1)1

呈阳性者&肝癌有肯定的肝

外转移病灶包含血性腹水但无转移性肝癌者&肿瘤
#

!

.

个#最

大直径
'

.93

或肿瘤数目
'

.

个&血管'肝外侵犯者&年龄超过

$&

岁&

]AC:8G(F

'

评分
%

+%

分&心'肺'肾以及骨髓正常者&同

意该研究的患者(

"

)

*排除标准!肌酐和尿素氮超过正常值上限

$

#T5Z

%#胆红素
%

.T5Z

#清蛋白
#

#/

4

"

5

者&心脏病不可

控如心力衰竭$充血性%'急性心肌缺血等患者&妊娠及哺乳期

妇女&肺功能不可控者'接受过抗肿瘤治疗者$

#

个月内%'精神

疾病者'对碘或砷过敏者'食管静脉曲张严重者&血小板计数
#

/%i$%

1

"

5

#白细胞计数
#

.i$%

1

"

5

者(

&)1

)

*

$*'

!

方法
!

通过股动脉采用
N?@;E:

4

?C

穿刺将导管植入肝总

动脉进行造影(

$%

)

#对肿瘤染色情况以及肿瘤供血动脉进行观

察#之后将导管放置肿瘤供血动脉#依据供血情况和肿瘤大小

向肿瘤供血动脉注入
#%

!

,%3

4

盐酸呲柔比星$

7̂ M

%'

/%%

!

"/%3

4

超液化碘油#超液化碘油用量按肿瘤横径
$*/

倍计算#

再进行化疗(

$$)$.

)

*试验组先进行
76!L

治疗#治疗后第
$

!

$,

天在
/%%35

生理盐水中注入
$%3

4

OYd

静脉滴注#进行
,

个

疗程#每个疗程为
,

周*精细化自我护理干预为$

$

%前意向阶

段!加强患者自我护理的概念与自信心#提高其自我护理的责

任感#能清楚地认识到自我护理带来的好处#学习自我护理的

有关知识#关注自我护理的重要性#正确的理解造口&$

#

%意向

阶段!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了解相关的护理技巧#能够正确

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情绪#创造全新的自己#以提高生活质量&

$

.

%准备阶段!制订行动的计划#争取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并制

定自我护理的方案和时间&$

,

%克服自我护理中产生的障碍#寻

求看待事物的积极方式#避开外在的阻碍因素#鼓励自己积极

面对#勇敢向前*对照组先进行
76!L

治疗#治疗后第
$

!

$,

天在
/%%35

生理盐水中注入
$%35

安慰剂$生理盐水%静脉

输液#进行
,

个疗程#每个疗程为
,

周#行常规护理*体力状况

评分$

MN

%!

%

分#正常活动#同于健康人群&

$

分#轻症状#可从

事轻体力劳动&

#

分#可耐受肿瘤症状#生活可自理#白天卧床

时间不超过
/%-

&

.

分#临床肿瘤症状明显#白天卧床时间超过

/%-

#可起床站立#部分生活可自理&

,

分#临床肿瘤症状严重#

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

/

分#死亡*

$*1

!

疗效评价
!

治疗前#治疗后第
.

天#

&

天#

$+

天#

#

!

,

疗

程以及每
#

!

.

个月
$

次随访进行血清
YLUa

'肝肾功能'凝血

功能'电解质'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检查*实体肿瘤疗效

评价$

[L!ON7

%标准(

$,

)

!$

$

%病灶全部消失为完全缓解$

![

%&

$

#

%最长径病灶总和测出减少
.%-

以上为部分缓解$

M[

%&$

.

%

病灶最长径总和缩小不到
.%-

以上或扩张不到
#%-

为疾病稳

定$

Nd

%&$

,

%出现新的病灶或病灶最长径总和超过
#%-

为疾病

进展$

Md

%&$

/

%

,

周后对
![

和
M[

患者再次观察并确认*

![

或
M[

为近期客观有效率#简称
[[

&患者被确认为
![

'

M[

或

Nd

为疾病控制率#简称
d![

*

$*2

!

观察指标
!

通过治疗前后有效率'血清
YLUa

'体力状况

评分'生活质量'远期疗效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观察两组患者的

疗效*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G`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O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

试验组客观有效率为
.,-

$

$"

"

/%

%#对照组为
+-

$

.

"

/%

%&疾病控制率或获益率试验组为

",-

$

."

"

/%

%#对照组为
++-

$

..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

#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

&

组别
. ![ M[ Nd Md

试验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两组患者
YLUa

比较
!

两组血清
YLUa

值较术前均升

高#术后第
.

天'第
&

天两组血清
YLUa

值变动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O

'

%*%/

%&术后第
$+

天试验组血清
YLUa

值下降#对照

组依旧升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YLUa

比较#

G È

$

H4

%

35

&

组别
. 76!L

术前 术后第
.

天 术后第
&

天 术后第
$+

天

试验组
/%$#"*&,̀ +.*11 $&+*%$̀ "%*/$ #+#*%#̀ 1/*"1 $&1*1.̀ &/*/.

对照组
/%$$/*$$̀ "&*$ #$%*%.̀ $,1*&"#,#*11̀ 1%*%$ #&.*%%#̀ 1/*&$

9 %*/, %*/" %*." #*&

O %*+%$ %*/& %*/&/ %*%%&

/*'

!

两组患者
MN

评分比较
!

试验组治疗后
MN

评分为
%

分'

$

分'

#

分'

.

分的分别有
1

'

#+

'

$/

'

%

例&对照组分别有
.

'

#&

'

$/

'

,

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1

!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比较
!

试验组生活质量各项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在躯体功能'生存质量自评总分方面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O

#

%*%/

%#在症状不良反应'心理机制'社会适应能

力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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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远期疗效及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

试验组无进展

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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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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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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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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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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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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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年生存率为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药物不良应均不严重且状况基本一样#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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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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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功能 症状不良反应 心理机制 社会适应能力 自评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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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治疗难度大#发病率高#通常采用
76!L

进行

治疗#虽然疗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肿瘤残存'转移'复发等问题

随之产生#

/

年生存率极低仅
"-

!

$%-

*肿瘤的残存会分泌

一些血管生成因子#从而有形成新的血管#促进肝癌生长#是重

要的危险因素*

YLUa

对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复发密切联

系#寻找药物联合
76!L

手术是当前一重要临床研究*古人

用砒霜治疗肿瘤#而
OYd

是砒霜重要成分之一(

$/

)

*

OYd

可以

毒害细胞'诱导细胞死亡'抵抗血管生成等#从而对肿瘤细胞有

较好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将
$%%

例
76!L

术后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两组#

通过组间比较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客观有效率以及疾病控制率

均高于对照组&两组
YLUa

患者术后前
&;

都有提升#但术后

第
$+

天试验组明显下降#对照组一直上升&试验组生活质量各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在躯体功能'生存质量自评总分方面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在症状不良反应'心理机

制'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MaN

以

及
$

年生存率方面试验组优于对照组*精细化护理可加强患

者的自信心#提高其自我护理的认同感及责任感#同时精细化

护理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可精准的评估患者的能力及情绪#

创造全新的自己#以提高生活质量*由此可见精细化护理联合

76!L

治疗有可能提高客观有效率'疾病控制率和无进展生存

时间和年生存率#降低血清
YLUa

水平#改善患者躯体功能和

生存质量自评总分#但不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体能状况

评分*

综上所述#细化护理联合
76!L

术后注射三氧化二坤治

疗有效改善患者生存率#降低血清
YLUa

水平#改善患者躯体

功能及生存质量#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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