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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在头颈部鳞癌伴癌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张琳琳 杨军*

泰安市肿瘤防治院，山东泰安，271000；

摘要：目的：分析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在头颈部鳞癌伴癌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本院在 2023 年 1 月

至 2024年 1月间收治的80例头颈部鳞癌且伴有癌痛的患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数字表方法将其分为了两组，

分别是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采用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对两

组的临床护理效果，如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焦虑、抑郁）评分、疼痛评分、治疗依从性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

比与评估。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疼痛程度均较低（P＜0.05），并且在治疗依从性和

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也显示出更高的水平，两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头颈部

鳞癌伴癌痛患者实施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效果显著，能有效优化患者心理状态，缓解疼痛，并提升治疗配合度及

护理满意度。有较高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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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鳞癌是头颈部肿瘤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常

表现为头痛、颈痛、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及呼吸困难等

症状。癌痛作为癌症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不仅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有

效的癌痛护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

通过全面评估患者的疼痛情况，开展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旨在减轻患者的疼痛和心理负担。本文旨在研究规范化

癌痛护理干预对头颈部鳞癌伴癌痛患者疼痛缓解及心

理状态改善的效果，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2023年 1月至2024年 1月间收治的

80例头颈部鳞癌且伴有癌痛的患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

随机数字表分配法，将 80名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含

40名，男 22例，女 18例，年龄范围 42至 78岁，平均

年龄 61.42 岁±3.08 岁）与观察组（含 40 名，男 23

例，女 17例，年龄介于 43至 78岁之间，平均年龄 62.15

岁±3.86 岁）。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结果显示两

者之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所有入组患者

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均已签署知情同意文件，确保了

研究的伦理合规性。本研究已获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为头颈部鳞状细胞

癌的患者；（2）预期生存期不少于 3个月；（3）伴有

癌症相关疼痛；（4）患者意识清醒且能有效沟通。

排除标准：（1）因手术或治疗直接导致的疼痛；（2）

患有严重心脏、脑部、肝脏、肾脏等关键器官疾病；（3）

需接受放射治疗；（4）有精神障碍或难以配合治疗的患

者。

1.3 方法

1.3.1常规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护理，主要任务为密切监控并

记录患者的心率、血压、呼吸频率及体温等生命体征，

确保其处于稳定状态；患者入院时，进行详尽的健康教

育，涵盖疾病的基本知识、治疗过程、预期效果及可能

遇到的副作用等，以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严格按

照医生的处方指导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确保药物使用的

准确性和安全性；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饮食建议，

强调均衡营养对疾病恢复的重要性，并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调整饮食计划；同时，耐心细致地解答患者及其家

属提出的所有疑问，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惧，增强治疗

信心。

1.3.2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

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规范化

癌痛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疼痛评估：首先，为每位恶性肿瘤患者建立个

人档案，详细记录其病史、疼痛史、治疗过程及效果等

信息，为后续护理提供数据支持。接着，成立专门的癌

痛评估小组由 2名资深肿瘤科医生、2 名专业肿瘤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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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1名疼痛管理专家构成，他们协作进行全面细致的

癌痛评估，涵盖疼痛部位、性质、强度、持续时间及其

影响因素等。为后续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提供依

据
[1]
。

（2）疼痛护理：针对患者的疼痛情况，护理人员

会采取多种措施来减轻其疼痛感。一方面，通过分散患

者的注意力来缓解疼痛，如与患者进行轻松的交谈、播

放患者喜爱的舒缓音乐或引导患者进行深呼吸练习等，

这些都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从而减轻疼痛感。

另一方面，护理人员会严格按照医生的处方，按时给予

患者止痛药物，确保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
。同时，

还会密切关注患者的疼痛变化，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和给

药频率，以达到最佳的疼痛控制效果。

（3）心理指导：长期受恶性肿瘤及其疼痛困扰的

患者，常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为了缓解患者

的心理压力，护理人员会建立患者微信交流群，为患者

提供一个相互支持、分享经验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护

理人员还会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心理疏导采用倾听、理

解及鼓励等方法，旨在帮助患者树立正面心态，提升对

抗疾病的信心。同时，针对不同患者的特殊情况，护理

人员还会采取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措施，如引导患者进行

冥想、瑜伽等放松练习，或邀请心理咨询师进行专业的

心理干预等
[3]
，以全面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1.4 观察指标

采用简明疼痛评估量表（BPI）对患者疼痛进行 0-10

分的评分，分数越高意味疼痛越剧烈。同时，利用焦虑

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心理

状态，其中50 分以下为正常，50-60 分为轻度，61-70

分为中度，超过 70 分则为重度。此外，还对患者的治

疗依从性进行了分级评估。积极按医嘱服药为优秀，需

劝导或强制服药为良好，拒绝服药、擅自更改药物或停

药则为差。最后，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和

评估。

1.5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0.0 软件作为主要工具。计量资料的结

果采用标准的 t检验和均值±标准差的形式展现，而计

数资料则通过卡方检验（χ²）和百分比（%）来表示。

当 P值小于 0.05 时，表明两组或多组数据之间的差异

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评分比对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组护理后，患者的心理状

态评分情况看表 1：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

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对（ sx  ）

2.2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比对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组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疼痛评分为（4.16±0.32）分；对照组患者的疼痛评分

为（6.21±0.52）分；t=21.235，P=0.001，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3 治疗依从性比对

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结果为，优秀 20例（50.00%），

良好 18例（45.00%），差 2例（5.00%），治疗依从性

是 95.00%；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性结果为，优秀 14 例

（35.00%），良好16 例（40.00%），差 10例（25.00%），

治疗依从性是 75.00%；x2=15.686，P=0.001，两组评分

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2.4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在两组治疗后，观察组在患者的满

意度方面表现优于对照组，具体评分结果显示：非常满

意的患者有38 例（占比 95.00%），另有 1例（2.50%）

表示基本满意，仅 1例（2.50%）表示不满意，因此，观

察组患者的总体满意度高达 97.50%。对照组患者满意度

评分结果为，满意29例（72.50%），基本满意4例（10.00%），

不满意 7例（17.50%），患者满意度是 82.50%；x2 =12.500，

P=0.001，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头颈部鳞癌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恶性

肿瘤，其每年的新增病例数量惊人，据统计已超过 50

万例
[4]
，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随着医

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头颈部鳞癌的治

疗手段也取得了显著的改进。手术根除、放疗和化疗等

组别 例数 焦虑（分） 抑郁（分）

观察组 40 32.18±4.01 31.73±3.95
对照组 40 44.21±4.42 43.63±4.24

t - 12.749 12.988
P -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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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治疗方法在延长患者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治疗手段有所进步，患者

的 5年生存率仍然较低，不足 50%，这提示我们仍需在

头颈部鳞癌的治疗和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

疼痛是晚期癌症患者最常见且难以承受的症状之

一，发生率较高。可高达 60%~80%。这种剧烈的疼痛不

仅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身体痛苦，还会对其心理状态产

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病情的恶化，患者往往失去治疗信

心而降低依从性，这会加重癌痛，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

成巨大损害
[5]
。在常规护理中，疼痛管理往往依赖于医

生的处方和患者的主动报告。然而，由于头颈部鳞癌患

者的疼痛可能具有持续性、阵发性或难以描述的特点，

患者可能无法及时、准确地报告疼痛情况，导致疼痛管

理不够及时和有效。其次，常规护理通常只关注患者的

生理需求，而忽视了患者的心理需求
[6]
。头颈部鳞癌患

者长期受疾病与疼痛困扰，常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

情绪。然而，常规护理中缺乏专业的心理干预措施，无

法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因此，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在当前头颈部鳞癌的治

疗中显得尤为重要。护理工作不仅是提升癌痛患者治疗

配合度的关键举措，对于减轻病痛、优化其生活质量至

关重要。通过综合评估癌痛患者的疼痛程度，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方案，并实施标准化的护理措施，可以有效提

升患者的治疗配合度。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癌痛挑战
[7]
。

同时，心理护理在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中也发挥着关键

作用。恶性肿瘤患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而采取心理咨询、鼓励及安慰等心理支持手段，能帮助

患者更深入地认识自身病情，缓解疼痛感受，并优化其

心理状态。通过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建立彼此间

的信任和依赖，我们可以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关

怀，帮助他们重拾信心，积极面对疾病和治疗
[8]
。本研

究数据表明，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及

疼痛程度均较低（P＜0.05），并且在治疗依从性和护

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也显示出更高的水平，两组间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常艳艳,李鹏
[9]
研

究结论类似。进一步表明，实施规范化的癌痛护理干预

措施，能有效提升头颈部鳞癌伴癌痛患者的心理健康水

平，减轻疼痛程度，并提高治疗依从性。

总之，对头颈部鳞癌且伴有癌痛的患者采取规范化

的疼痛护理干预，成效显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

态，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有

较高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1]胡忠纯,梁冠冕,胡泽盈,等.口腔鳞状细胞癌伴重度

疼痛合并银屑病 1 例行术前新辅助化疗的护理[J]. 中

国乡村医药,2020,27(14):56-57.

[2]曹家燕,李红,陈昌连,等.护士主导的标准化无呕吐

管理模式在头颈部鳞癌化疗患者中的应用[J].天津护

理,2023,31(04):399-403.

[3]屠奕,徐秀丹,吴红娟,等.快速康复联合中医护理对

头颈部鳞癌患者术后康复的影响研究[J].护理与康复,

2023,22(05):31-33+38.

[4]曾娟,张芹,徐惠丽,等.改良式正念减压法对头颈部

鳞癌放疗患者自我效能和正念水平的影响[J].护理学

报,2021,28(02):65-68.

[5]赵静涛,解红梅,张彤,等.1 例头颈部鳞癌患者并发

免疫相关性肌炎的护理体会[J]. 2023(5):52,56.

[6]阳升凤.抗 EGFR 单抗类靶向药物在头颈部鳞癌综合

治疗中的应用[J].养生保健指南,2020(2):12.

[7]胡佳丽,李卫阳,朱丽婵,等. 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

PD-1 抑制剂治疗晚期头颈部鳞癌的护理[J]. 世界最

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20,20(48):28

4-285.

[8]王辉灵子,李卫阳,朱丽婵,等.综合心理干预对头颈

部鳞癌放疗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效果的影响[J].世界最

新医学信息文摘,2022,22(96):75-78.

[9]常艳艳,李鹏.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对头颈部鳞癌伴

癌痛患者的改善作用[J].肿瘤基础与临床,2023,36(0

4):363-365.


	文生视频Sora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挑战及应对张宪 彭稳立 成鑫花 姜宇
	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在头颈部鳞癌伴癌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张琳琳 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