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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肺癌化疗后癌性疲乏改善的效果 

钟 露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改善肺癌患者化疗后癌性疲乏中的效果。方法 以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为研究时段，筛选此时间段内本院 80 例肺癌化疗患者作为试验对象，电脑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n=40，
常规护理）与研究组（n=40，延续性护理），从护理后患者癌性疲乏评分、护理满意度两个方面综合评价两组患

者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前，两组 PFS-R 各维度评分对比并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比较两组患者 PFS-
R 各维度评分，经 t 验证，组间差异显著（P＜0.05），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经 x2 

验证，组间差异显著（P＜0.05），研究组高于对照组。结论 癌性疲乏是影响肺癌患者化疗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通过延续性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癌性疲乏情况，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患者护理满意度更高，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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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improving cancer fatigue after chem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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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improving cancer fatigue after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4, 80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est subject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n=40, conventional care) and study group (n=40, continuous ca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from two aspects of cancer fatigu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FS-R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PFS-R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 verificatio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By x2 verific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ancer fatigu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ffect of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Continuous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cancer fatigue,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higher,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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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其病情发展迅速，治疗难

度较大，晚期肺癌患者往往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导

致患者死亡[1]。化疗是目前肺癌患者重要治疗手段，但

治疗期间患者可能因为药物毒性、疾病折磨等因素的

影响而出现癌性疲乏，从而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影响

患者治疗效果[2]。因此，加强肺癌化疗患者护理干预，

改善其癌性疲乏对保障患者治疗效果非常重要。然而，

常规护理内容简单，且局限于院内，无法满足患者院外

的护理需求，因此护理效果有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

为临床护理人员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就针对延续性

护理在改善肺癌患者化疗后癌性疲乏中的效果展开分

析，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 月为研究时段，筛选此

时间段内本院 80 例肺癌化疗患者作为试验对象，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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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n=40）与研究组（n=40），
对照组 24 例为男性，16 例为女性，年龄及平均值：42-
73 岁，均值（57.71±5.86）；研究组 23 例为男性，17
例为女性，年龄及平均值：45-75 岁，均值（57.58±8.52）。
基础信息对比（P＞0.05）。 

纳入标准：（1）上述患者均已通过病理检查明确

确诊为肺癌。（2）研究相关流程、目的患者均知晓，

并签字同意参与。 
排除标准：（1）合并心脑血管急性事件、肝肾脏

器衰竭等。（2）无法进行自主交流、沟通者。此次研

究已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即患者化疗期间加强与患

者沟通，向患者讲解肺癌、化疗治疗等相关知识，提升

患者对治疗方式及自身疾病的了解，增强其治疗配合

度。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潜在的不良反应，以减轻患

者治疗的不适。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延续性护理，护理

详情如下： 
（1）明确延续性护理方式：患者化疗期间积极与

患者沟通，通过图文并茂、视频教程等多种形式，讲解

肺癌、化疗治疗的相关知识，以加深患者对自身疾病及

治疗方式的了解。建立“化疗患者健康管理”微信群，

邀请患者及家属加入群聊，通过微信平台对患者进行

远程随访。 
（2）饮食指导：每月评估患者营养状态，同时结

合患者病情变化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并通过微信发

送给患者，而患者可通过微信反馈自己的饮食情况，设

置每日饮食打卡制度，并鼓励微信群内病友之间相互

监督，以帮助患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3）运动指导：鼓励患者每天坚持运动 30-60min，

并录制运动视频，同时发放至微信群，由专业护理人员

对患者运动情况进行指导，以纠正患者错误的运动方

式，鼓励患者养成规律运动、科学运动的习惯。 
（4）心理疏导：每 2 周与患者进行微信视频通话，

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对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以消除患者负面情绪，帮助患者树立健

康的治疗心态。如果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较为严

重，则由护理人员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深入了解患者的

内心想法，给予患者针对性地疏导，以缓解患者负面情

绪。每周定期开展微信群线上问答、经验分享等活动，

鼓励患者之间交流化疗后的生活体验和疲乏应对方

法。设立“每周之星”激励机制，表彰在群内积极分享、

乐观向上的患者，营造良好的群体氛围。 
（5）化疗后并发症管理：定期在微信群内推送化

疗后并发症处理的相关文章，提高患者及其应对能力。

制作图文并茂的并发症预防手册并发放给患者，以便

于患者出院后随时翻阅参考。医护人员根据患者具体

病情、身体状态，制定个性化的并发症监测计划，并通

过微信进行定期跟进。鼓励患者通过微信定期反馈自

己身体状况，以便于医护人员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及时

处理潜在的并发症。如患者发生并发症则可以通过微

信及时联系护理人员，以获得专业的指导。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癌性疲乏评分：评估工

具为 Piper 疲乏修订量表（PFS-R），量表包含行为、

感情、认知、躯体四个方面，每项 10 分，评分越高则

表示癌性疲乏感越强； 
②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估工具为自制调

查问卷，总分 100 分，包括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

意、不满意四个等级，分别对应 100 分、80-99 分、60-
79 分、＜60 分。满意度=（非常满意例数+比较满意例

数+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t 验证，计数资料用（%）

表示，χ2验证，若 P＜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癌性疲乏评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 PFS-R 各维度评分对比并无显

著差异（P＞0.05）；护理后，比较两组患者 PFS-R 各

维度评分，经 t 验证，组间差异显著（P＜0.05），研

究组均低于对照组，如表 1：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非常满意 8（20.00%）例、满意 10（25.00%）

例、比较满意 20（50.00%）例、不满意 2（5.00%）例，

总满意度为 95.00%；研究组非常满意 18（45.00%）例、

满意 15（37.50%）例、比较满意 7（17.50%）例、不

满意 0 例，总满意度为 100%，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

护理满意度更高，经 χ2 验证，组间差异显著（χ2=5.128，
P=0.024，P＜0.05）。 

3 讨论 
癌性疲乏是多数肺癌化疗治疗患者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种长期或持续性的体力和心理疲劳感，并不能

依靠休息进行缓解，已经超出了患者正常的身体疲劳

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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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癌性疲乏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行为 感情 认知 躯体 

对照组（n=40）     

 护理前 7.24±1.12 6.89±1.32 7.53±1.28 7.48±1.31 

 护理后 5.58±1.23 5.16±1.31 4.47±1.51 4.77±1.28 

研究组（n=40）     

 护理前 7.35±1.14 7.01±1.25 7.39±1.26 7.52±1.29 

 护理后 4.45±0.65 4.38±1.18 3.48±1.53 4.02±1.33 

t 护理前组间比较值 0.435 0.418 0.493 0.138 

P 护理前组间比较值 0.665 0.678 0.623 0.891 

t 护理后组间比较值 5.137 2.798 2.913 2.570 

P 护理后组间比较值 0.001 0.007 0.005 0.012 

 
癌性疲乏通常表现为体力下降、乏力、注意力和记

忆力下降、睡眠障碍、情绪低落等，容易对患者治疗依

从性、生活质量产生明显不良影响[4]。因此，临床非常

重视对肺癌化疗患者疲劳症状的改善。护理干预在临

床疾病治疗、症状缓解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但受到时间

与地点的限制，应用效果有限，在缓解肺癌化疗患者癌

性疲乏中效果并不明显。延续性护理是指为患者提供

持续的、综合的护理服务，以满足个体在健康和疾病管

理方面的需求的一种护理模式，有助于优化患者疾病

管理结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5]。 
本次研究发现，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护理后组

PFS-R 量表各维度评分更低，经 t 验证，组间差异显

著（P＜0.05），充分证实，延续性护理使患者获得了

更加全面的护理服务，有效改善了患者疲乏症状。分析

其原因，本次延续性护理中通过微信平台对患者进行

了持续的管理和监测，让患者在院外也能够获得专业

的护理，从而减轻了化疗所导致的不良反应，有助于降

低癌性疲乏程度。此外，延续性护理中为患者提供了更

加全面的护理服务，包括饮食指导、运动指导、心理疏

导、并发症管理等多个方面，有助于保障患者全面健

康，提升患者整体舒适度，从而减轻疲乏感。癌性疲乏

不仅是患者生理上的疲劳，也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因

此，延续性护理中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干预，通过实

施心理疏导可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治疗心态，从而正

确面对化疗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有助于缓解疲乏感[6]。

本次研究还发现，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

高，且组间差异显著（P＜0.05），这一研究结果充分

说明，延续性护理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护理需求，患者

也更加乐意接受这种护理模式，在改善癌性疲乏中有

良好价值。 

综上所述，癌性疲乏极易降低肺癌化疗患者治疗

依从性，通过实施延续性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疲乏症

状，临床可结合患者情况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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