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5 年第 7 卷第 1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174 - 

临床护理管理在肝癌病人介入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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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介入放射治疗过程中，临床护理管理在肝癌病人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研究

以本院 84 名接受介入放射治疗的肝癌病人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分配原则，将这些受试者分为两组：对照组（42
名，接受常规护理）与试验组（42 名，实施临床护理管理）。收集、整理并对比分析了两组病人的护理成效数据。

结果 试验组病人的生活自理评分及生活品质评分相较于对照组均展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两组之间的差异达到了

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P＜0.05）。结论 将临床护理管理策略应用于肝癌病人介入放射治疗的过程中，能够显著

提升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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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in interventional 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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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during interventional radiotherapy. Methods This study took 84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who received 
interventional radi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allocation, thes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42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42 
patients, implementing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data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sorted and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elf-care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obvious superiority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ach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ventional 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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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临床医学范畴内，肝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

性肿瘤，给病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肝癌可

分为原发性肝癌与继发性肝癌两大类型，且这两类病

人在临床表现上各具特点[1]。其中，罹患原发性肝癌的

病人会出现多种症状，包括腹泻、腹部膨胀感、上消化

道出血、肝区不适感、体重减轻、体力下降以及黄疸等

临床表现；患有继发性肝癌的病人会表现出如腹水积

聚、食欲减退、贫血状态、体温升高、黄疸现象、体力

下降以及肝脏肿大等。此病通常采用介入放射治疗作

为主要手段。然而，放射治疗对人体具有显著的副作用，

可能致使病人治疗后的生活质量下滑；此外，它还会对

病人的身心状况造成影响，进而削弱病人对治疗的顺

从性。故而，在实施介入性放射治疗之际，对病人施以

有效的护理管理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临床护理管理能

够大幅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为病人提供周全的日常

护理及心理援助，有利于平复病人的情绪，促使其主动

配合治疗过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病人对疾病的

认知，进而改善其生活质量[2]。基于此，本研究对临床

护理管理在肝癌病人介入性放射治疗中的应用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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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7 月期间，

在我院接受介入放射治疗的 84例肝癌病人作为研究样

本。 
纳入标准包括：（1）所有病人均确诊为肝癌，并

已接受介入放射治疗；（2）所有参与研究的病人均充

分理解本研究内容，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以下是排除标准：（1）病人存在关键性脏器功能

受损的情形。（2）病人表现出精神异常或认知功能障

碍的问题。依据随机分配原则，将病人分为接受常规护

理的对照组（含 42 例，男性 22 例，女性 20 例，平均

年龄为 42.21±5.22 岁）与实施临床护理管理的试验组

（含 42 例，男性 23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为 42.64
±5.35 岁）。经过统计分析，两组病人的基线特征并未

呈现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的病人接受了常规护理，而试验组的病人

则实施了临床护理管理，具体措施简要概述如下： 
（1）介入放射治疗前护理管理。在治疗开始之前，

必须密切关注病人的情绪变化状况，依据其负面情绪

的程度深浅，采取相应的心理疏导措施，旨在实现病人

情绪的平稳化。向病人传授疾病相关的知识内容，并强

调治疗的关键意义，同时展示治疗成功的实际案例，目

的是提升病人对疾病治疗的信心水平，从而激励其更

加主动地配合治疗过程的推进。 
（2）介入放射治疗中护理管理。治疗前需预先备

齐介入放射治疗所需药品与器械，并对介入导管室进

行空气消毒。当病人进入介入导管室后，需仔细校验其

个人信息，并向其详尽说明治疗相关的各项注意事项。

在执行介入放射治疗期间，必须重视病人的保暖防护，

以防止其因寒冷侵袭而对治疗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必

须严密监控病人的生命体征变化，同时注意观察病人

用药后的各种反应，以便迅速识别并有效预防任何不

良反应的出现。在治疗进程中，务必提醒病人，一旦察

觉到任何异常感受，需即刻向医务人员报告，并主动配

合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在治疗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

无菌操作的原则，保证所需药品及物品能够及时且准

确地提供到位。 
（3）介入放射治疗后护理管理。依据病人的实际

状况，采用适当的方式，向病人及其家属详尽地说明术

后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当病人恢复行动能力之后，将

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康复指导计划。手术后，病人需

确保卧床休息 24 小时，术侧肢体需保持伸直并制动 6
小时，同时需对穿刺部位加以压力包扎处理。一旦发现

穿刺部位有出血迹象，应立即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接受

肝癌介入放射治疗的病人，在术后 1 到 3 天的时段内

常会出现发热症状，护理人员需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

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手段。在为病人提供饮食建议

的同时，还需借助物理手段主动进行降温处理。如果上

述所有措施均未能奏效，则可依据医生的指示，为病人

使用适当的降温药物。需向病人解释，介入放射治疗之

后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疼痛感，为了缓解其疼痛感，可以

采取让病人调整至舒适体位、分散其注意力等多种策

略。若病人感到疼痛难以承受，则可根据医生的指导，

为病人使用适当的镇痛药物，以减轻其疼痛感。务必提

醒病人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按时并准确地服用药物，

同时向其详细阐述用药过程中的各项注意事项。为确

保病房及病人的清洁与整洁，需定期为病人更换床单

及衣物，并对病房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从而为病人营

造一个高品质的住院环境。 
1.3 观察指标 
利用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ADL）对两组病人的

日常活动能力进行量化评分，该量表总分为 100 分，

得分越高，表示病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强。 
运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QOL）来评估两组病人的

生活质量状况，该量表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则表

明病人的生活质量越优。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所有收集的数据均被导入 SPSS 23.0 统

计软件包中进行详尽分析。对于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进行对比分析，并以 sx ± 呈现结果。当 P 值小于 0.05
时，认为该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日常活动能力对比 
相较于对照组，试验组病人的 ADL 评分呈现出显

著提高，该差异在统计学上具备显著性（P＜0.05），

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表 1。 
2.2 两组病人生活质量对比 
相较于对照组，试验组病人在 QOL 评分上展现出

明显的提升，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P＜
0.05），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表 2。 

3 讨论 
在临床上，肝癌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

原发性肝癌尤为多见，它是指起源于肝脏上皮组织或

间叶组织的恶性病变，对病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

威胁。由于肝癌疾病的发病过程较为隐蔽，导致病人通

常是在病情已经进展到中晚期阶段时才被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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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日常活动能力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ADL 

试验组 42 91.13±3.24 

对照组 42 81.25±6.17 

t - 9.188 

P - 0.001 

表 2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QOL 

试验组 42 86.38±2.59 

对照组 42 72.11±3.12 

t - 22.807 

P - 0.001 

 
这一阶段不仅加重了病人的心理负担，还容易让

病人陷入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之中，从而对病人的生存

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3]。在临床实践中，对于肝癌的常

规治疗策略是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实施手术治疗。然而，

对于中晚期肝癌病人，手术治疗往往容易引发多种严

重的并发症，且难以实现根治，因此，介入放射治疗通

常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性治疗手段。介入放射治疗

是一种在 X 线透视、B 超或 CT 等影像技术的指引下，

通过运用专门设计的穿刺针及导管精确进入病人病灶

部位进行检查的手段。此过程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有关

生化学、细菌学以及组织学的诊断资料，并依据这些资

料来采取相应的介入治疗手段[4]。对于处于中晚期阶段

的肝细胞癌病人，介入放射治疗不仅能够显著延长他

们的生存期，还能有效减轻其临床症状及体征。考虑到

多数肝癌病人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并且在

进行介入放射治疗后容易并发各种症状，因此，加强对

介入放射治疗的肝癌病人的护理干预，对于提升治疗

效果、优化病人的生存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创新的护理管理方法，临床护理管理旨

在通过优化常规护理模式，进一步改善病人的心理状

态，从而提升预后效果。将临床护理管理应用于肝癌病

人接受介入放射治疗的过程中，可以显著减轻病人的

临床症状，确保治疗效果的达成[5]。本研究的结果揭示，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病人的 ADL 评分呈现出了显著

提升，并且在 QOL 评分方面，试验组病人也表现出了

明显的进步（P＜0.05）。这一结果表明，实施临床护

理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病人的日常活动能力，并对

其生活质量产生积极的改善作用。分析原因为在治疗

的前期阶段，应当密切留意病人的心理状况变化，及时

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地缓

解病人的负面情绪，从而保障病人能够顺利参与护理

措施的落实以及整体治疗方案的推进。此外，通过增强

对病人的健康教育宣传，可以有效提升他们对疾病的

了解程度，使病人确信疾病是可以得到治疗的，并纠正

其对疾病的错误理解，从而激发病人更加主动地参与

到治疗过程当中[6]。启动治疗后，必须加强对病人生命

体征的监测强度，其核心旨在预防病人发生任何突发

状况。另外，在治疗期间，加强病人的体位管理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其目的在于有效避免严重并发症的产

生。治疗结束后，对病人实施护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协助

病人掌握治疗后需注意的关键事项，以便病人能够敏

锐察觉到自身异常变化，并迅速通知医护人员。旨在为

了让病人有所心理准备，以便在面对异常情况时，能够

维持情绪的稳定，主动配合医护人员采取紧急救治等

相关措施[7]。另外，在治疗结束后，病人所处的病房护

理仍需得到高度重视，这包括维持病房内温湿度适宜、

定期实施消毒作业，以防止院内感染的发生，确保病人

的康复进程不受影响。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病人

的日常生活质量状况[8]。 
综上所述，在肝癌病人的介入放射治疗流程中引

入临床护理管理方案，能够有效提高病人的生活自主

能力和生活品质，这一实践在临床应用中已展现出明

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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