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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干预性护理对胸部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肺炎的作用

杨兆美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山东省肿瘤医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117

摘 要：目的：探析干预性护理对胸部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肺炎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治的 100 名由于胸部肿瘤放疗所引发的二级及以上的放射性肺炎患者作为临床的研究对象，对于对照组的患者，

主要使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实验组的患者在常规护理工作开展的基础上，采取一些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结果：

实验组的患者在放射性肺炎的总体治疗有效率方面达到了 9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只有 82%，实验组的护理满意

度是 98%，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86%。结论：干预性护理措施，对于胸部肿瘤放疗所引发的放射性肺炎，有着比

较积极的护理作用与效果，有利于提高临床当中的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的肺炎得到及时的治疗与康复是一种值得

在临床当中进行推广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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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al Nursing on Radiation Pneumonia Caused by Chest 
Tumor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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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nursing	on	 radiation	pneumonia	caused	by	chest	 tumor	
radiotherapy.	Method: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radiation	pneumonia	of	grade	 II	or	above	caused	by	chest	 tumor	
radiotherap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clinical	research	subjects.	For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were	mainly	used,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work.	Result: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in	radiation	pneumonia	reached	96%,	while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82%.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8%,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6%.	
Conclusion:	Inter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have	a	positive	nursing	effect	on	radiation	pneumonia	caused	by	chest	tumor	
radiotherapy,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clinica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promoting	timely	treatment	and	recovery	of	
pneumonia	in	patients.	It	is	a	nursing	measure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interventional	care;	chest	tumor	radiotherapy;	radiation	pneumonia;	effect

1 引言

胸部肿瘤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肺肿瘤、纵膈肿瘤

和食管肿瘤。对于胸部的肿瘤来说，有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的区别，对于良性肿瘤通常情况下使用手术的方式进行切

除，并且手术之后患者的整体疗效比较理想，但是恶性肿瘤

的生长比较迅速，自身的转移能力比较强，在发现的时候就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在临床当中通常情况下会使用

放疗或者化疗的方式对肿瘤进行治疗，但这些治疗手段对

患者的身体也会带来损害，最为直接的并发症就是出现放

射性肺炎，并且患者在恢复方面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采取干预性的护理措施对于胸部肿瘤放疗所导致的放射性

肺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下面将通过实验来进行具体的 

证实。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以 RTOG 急性放射性肺损伤的分级标准为依据，选取

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治的 100 名由于胸部肿瘤

放疗所引发的二级及以上的放射性肺炎患者作为临床的研

究对象，所有的患者都接受病理学方面的检测，已经确诊为

胸部肿瘤Ⅳ期，同时在严格的筛查过程当中，确保研究的对

象不存在慢性疾病或者一些重要的脏器衰竭。采用随机分组

的原则对 100 名患者进行划分，每一个组别都有患者 50 名。

在实验组当中男性患者有 34 名，女性患者有 16 名，他们的

年龄在 30~68 岁，平均（42.7±5.7）岁。在实验组当中男

性患者有 33 名，女性患者有 17 名，他们的年龄在 31~68 岁，

平均（42.3±6.2）岁。两组患者的其他资料数据差异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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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同时肿瘤的分期和放射性肺炎的分级临床资料

差异也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不影响临床当中对照性实验的客

观性。

2.2 方法
对于对照组的患者，主要使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对他

们的脉搏和血压等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同时按照医生的嘱

咐进行用药。实验组的患者在常规护理工作开展的基础上，

采取一些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首先，对他们开展心理层

面的指导工作，耐心解释胸部肿瘤的具体发病原因和机制，

确保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对他们进行

适当的心理指导工作，减少患者所存在的心理负担。其次，

在呼吸道的护理工作当中，要确保患者的呼吸道处在通畅

的状态之下，对室内的空气新鲜程度以及温湿度进行控制，

避免患者出现上呼吸道层面的感染现象，同时也预防患者出

现放射性肺炎。如果患者本身存在着咳痰的症状，那么可以

开展雾化吸入治疗，适当通过叩背的方式，协助患者进行痰

液的排出，密切关注患者在体温方面的变化状况，一旦出现

发热的现象就及时报告医生，开展进一步的处理。再次，在

饮食干预当中，建议患者尽量食用一些高热量和容易消化的

食物，在食物的选择方面推荐患者多吃粗粮，同时尽量多喝

水，增加身体当中的排尿量，通过排尿的方式促进毒素得到

代谢。结合患者的身体情况，适当进行维生素的补充，使得

体内的微量元素稳定得到维持。最后，适当对患者进行健康

教育和功能锻炼，耐心向患者讲解在住院期间的具体注意事

项，同时告知患者在出院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如在饮

食方面，要尽量做到清淡，避免吃过于油腻和辛辣的食物，

尽量做到戒烟戒酒。在住院期间，医生要适当指导患者开展

康复方面的锻炼工作，确保患者的睡眠处在充足的状态当

中，按照医生的嘱咐用药。在出院的时候，需要嘱咐患者坚

持开展功能锻炼，告知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进行大致判断的方

法，便利于和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同时及时进行

治疗。

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设置护理满意度的调查问卷，

对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开展数据的收集。

2.3 评价标准
如果患者经过 X 线检查，在肺部方面的炎症阴影不存

在，同时肺部接受听诊没有啰音那么认为达到痊愈的状态。

如果患者经过 X 线检查，肺部的炎症阴影大部分被吸收，

同时肺部的听诊只有一些微弱的啰音那么认为是有效的。反

之，如果没有得到上述的效果则认为治疗是无效的。

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如

果 P ＜ 0.05 则表示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经过干预性护理措施和常规护理措施的采取之后，

实验组的患者在放射性肺炎的总体治疗有效率方面达到了

9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只有 82%，且实验组达到痊愈治

疗效果的患者有 40 名（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实验组 50 40 8 2 96%

对照组 50 28 13 9 82%

χ2 4.927 5.013 5.214 4.982

P 0.024 0.013 0.006 0.020

在护理满意度调查当中，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98%，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86%，两组之间的数据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50 40 9 1 0 98%

对照组 50 27 16 3 4 86%

χ2 3.813 4.005 4.103 3.927 3.955

P 0.004 0.006 0.016 0.009 0.035

4 讨论

肿瘤放射治疗是一种局部照射的治疗方式，在临床当

中对于恶性肿瘤的患者，一般都需要使用联合放疗的治疗手

段，并且小部分的患者通过放疗的治疗措施，可以达到疾病

的完全缓解状态，正是由于这种特点的存在，使得这种治疗

手段成为恶性肿瘤的主流治疗方法。但是该治疗手段在对患

者的疾病产生治疗效果的同时，也会抑制人体细胞的生长，

带来各种各样的毒副作用与影响，如引发患者出现放射性肺

炎等。近些年来，人们希望在临床的护理工作当中，能够找

到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引入放射性治疗的过程当中，促进

患者治疗依从性的提升，同时也让患者的疾病得到及时的

康复。

结合临床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胸部

肿瘤放疗所引发的放射性肺炎患者而言，他们在思想层面的

负担比较重，自身的情绪比较低落，因此可以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开展一些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开展特殊呼

吸道的护理工作，指导他们达到全面均衡的饮食状态。在此

基础之上，要注重对患者进行心理方面的疏导和教育，确保

患者对于自身的疾病。在患者的饮食方面，要注意打造饮食

的平衡状态，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心情当中，有利于患者疾病

的及时康复。通过本次对照性实验的开展，也进一步发现综

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提高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程度，

同时在放射性肺炎的治疗有效率方面，整体的有效效果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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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出，有利于医患之间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促进患

者的及时康复，是一种值得在临床当中进行应用与推广的治

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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