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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追踪整体护理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心理弹性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

刘雪利

研究全程追踪整体护理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心理弹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我院2019年7月1

日～2021年4月1日收治的54例肺癌免疫治疗患者，随机分组，对照实施常规化护理模式，观察组实施全程追踪整体护

理模式，对比观察两种护理模式对患者治疗心态的影响。结果：观察组生理机能评分为（95.23±3.15）、躯体功能评

分为（92.47±3.51）、社会功能评分为（88.26±5.24）；焦虑评分为（33.08±5.12）、抑郁评分为（37.54±6.15），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全程追踪整体护理模式应用效果显著，改善了肺癌免疫治疗

患者的心理状态，调节了患者不良情绪，保证放疗治疗效果，大大提高了放射科护理工作质量及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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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因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其中大部分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在就诊时已处于晚期，无法进行手术治疗，需

放疗和化疗进行治疗。但高龄患者合并多种慢性疾病

和基础疾病，因此，对患者预后产生严重影响。在治疗

过程中，患者往往因化疗导致恶心、呕吐及骨髓抑制而

停止治疗，因此，为患者选择一个合适的护理方案显得

十分重要。近年来，生物免疫治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不仅对肿瘤细胞起杀伤作用，而且能够维持正常细胞增

强患者免疫功能，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2019年7月1

日～2021年4月1日，我们对54例肺癌化疗采用全程追踪

整体护理，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将2019年7月1日～2021年4月1日我院收治的54例

接受免疫治疗的肺癌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观察组（n

27），男性：16例，女性:11例，年龄：36~88岁，平均年

龄：（62.83±4.15）岁；对照组（n = 27），男性：18例，

女性：9例，年龄：38~90岁，平均年龄：（63.03±4.26）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可比较。纳入标准：①经病理检验确诊为肺癌患

者；②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③患者临床资料完整。排

除标准：①合并血液系统疾病患者；②伴有精神系统疾

病患者；③肝肾功能异常患者；④有认知障碍患者。

方法

通讯作者：刘雪利，1984年12月，女，汉族，现就

职于邯郸中心医院本科，研究方向：肿瘤护理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全程追踪整体护

理，具体内容如下：

①成立全程追踪护理小组。在护理前成立全程追踪

护理小组，对护理人员进行有关培训，根据患者症状、

病情、家庭背景、对疾病认知程度、自身依从性等，

制订相应的护理计划，包括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健康

教育等，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介绍肺癌免疫治疗

的相关内容，帮助患者了解肺癌治疗的过程，缓解其心

理负担，并介绍病房环境，提升治疗和护理依从性。②

心理护理。在治疗和护理期间患者需承担较高的医疗费

用，因此，部分患者易出现自责抑郁、烦躁等不良情

绪，甚至由于治疗费用而停止治疗。护理期间需及时关

注患者及家属情绪的变化，对出现紧张、焦虑情绪患

者，护理人员及时沟通，了解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给

予有效的心理疏导，使患者感受医护人员的关心，鼓励

家属加强陪伴，树立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③合理开展

健康教育。从入院时至出院对患者定期进行健康教育，

每周4～5次，包括发放健康教育手册、面对面沟通、集

体讲座，鼓励家属共同参与健康教育中，保证家属对患

者护理有一定的了解;指导患者在治疗期间缓慢呼吸，降

低呼吸频率，提升有效呼吸量和潮气量，指导患者学习

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④运动指导。根据具体状况为患

者制订合理的活动计划，在家属陪伴或护理人员指导下

进行有效锻炼，如散步、太极拳运动等，指导患者的饮

食、生活习惯，告知患者在治疗期间必须戒酒，保证饮

食充足，摄入足够多的水分，同时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蛋白质的食物，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禁止熬夜，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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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⑤睡眠护理。采用合理的饮食方案搭配营养粥和

音乐疗法对患者进行睡眠护理，使用不同音乐帮助患者

入眠，指导患者睡前少饮水，减少夜尿，同时尽量帮助

患者自然入睡，如无法入睡则根据医嘱给予相应的药

物。⑥反馈和调整护理干预。注意在对患者进行全程护

理过程中，及时评估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指标，根据患者

病理结果，随时调整饮食、用药和睡眠方案，并将这些

指标和护理方案记录在患者个人档案中，对部分患者出

现的共性问题，则由小组成员共同探讨。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及焦虑、抑郁评分。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

用χ2对数据进行校检；P > 0.05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详情如表1所示。

±s，分）

组别 n 生理机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27 95.23±3.15 92.47±3.51 88.26±5.24

对照组 27 78.12±4.48 74.22±2.13 70.01±2.358

P 0.05 0.05 0.05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对比；详情如表2所示。

±s，分）

组别 n 时间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t

观察组 27 护理前 56.11±9.23 60.23±9.09 0.466

护理后 33.08±5.12 37.54±6.15 8.858

对照组 27 护理前 57.23±10.02 60.28±8.35 0.378

护理后 46.12±7.13 49.23±8.09 11.816

P 0.05 0.05 0.05

肺癌是我国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临床治

疗难度较大，且术后复发率较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

命安全。化疗治疗是肺癌患者术后行延续性治疗的主

要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术后癌症复发率，达到治

疗效果，但在治疗期间患者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情况，

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严重者无法进行化疗治

疗，威胁患者生命健康。因此，在患者治疗期间给予

对应护理措施，对提高患者化疗耐受力，改善患者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全程追踪整体护理是以护理结

局为导向，组织多学科护理人员共同探讨并优化患者

全程追踪整体护理的一种新型护理方案，通过多学科

协作，医护人员能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对院外患者进

行家庭指导、随访，护理内容更有针对性且更全面。

相关研究表明，全程追踪整体护理可显著缓解老年肺

癌患者术后不良情绪，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改善生活

质量。有研究显示，通过采用全程追踪护理，可以有

效提升患者心理弹性水平，由于大部分恶性肿瘤患者

存在焦虑、抑郁、紧张等不良情绪，导致患者心理弹

性水平明显降低。对患者进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

提高患者心理弹性水平，对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起十分

重要的作用。家庭是患者最重要的支持类型，家属不

仅是患者照顾者，还是患者的支持来源。在对患者进

行生理照顾的同时，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可以让

患者感受来自家庭的温暖，从而有效调整心态，提升

心理弹性水平。全程追踪护理是一种动态连续的护理

干预方案，通过对患者进行评估，及时调整干预措

施，组内成员互相探讨等，随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及

内心状况，通过评估可以及早发现可能会出现的不良

反应，并做好相应的预防护理。目前，随着医学模式

的改变，生活质量不单指患者的生理功能，还包括心

理状态、社会关系、生活环境、精神寄托等多方面，

人们不再是盲目追求肺癌的治愈，而是保持相对最佳

的健康状态。免疫治疗肺癌患者是一类特殊人群，多

种因素会使患者生理和心理呈现十分复杂的状态，常

规护理无法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在治疗过程中向患

者介绍环境，减轻其对陌生环境的紧张感，由于大部

分肺癌患者处在虚弱和消瘦状态，因此，对患者进行

饮食和睡眠护理显得十分重要。保证患者充足的睡眠

和营养，使其保持最佳的机体状态应对治疗过程，最

后有效改善患者自觉症状，包括疼痛、疲倦、食欲缺

乏等，因而使患者生活质量显著提升。针对肺癌化疗

治疗患者，临床主要从健康宣教、心理护理、饮食护

理、生活指导四个方面给予综合护理干预，从而提高

患者对疾病本身和化疗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增强临

床配合度，降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确保化疗的顺利

进行。通过加强心理护理，能够有效减轻其心理负

担，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自身疾病，同时提高临

床依从性，不断提升自我护理能力，降低不良反应发

生风险，改善治疗效果。此外，该护理模式也有效提

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促进护患关系的良好建立，有

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采用全程追踪整体

护理，能够提高患者心理弹性水平和生活质量，减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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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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