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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研究 •

临终护理干预对晚期肺癌患者家属心理应激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研究

王楠，冯维华，邱亚平，雷显碧，熊庆，韩睿

【摘要】　目的　探讨临终护理干预对晚期肺癌患者家属心理应激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呼吸内科收治的晚期肺癌患者 33 例及其直系家属

12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患者 16 例，直系家属 57 例）和试验组（患者 17 例，直系家属 67 例）。对照组患者及其

家属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患者及其家属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给予临终护理干预，包括心理护理、物理疗法、

生活护理、指导患者家属掌握正确的护理方法及死亡教育；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均连续干预 20 d。比较两组患者家属干

预前后家属应激量表（RSS）评分、生活质量核心调查问卷功能量表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1）两组患者家属干

预前心理痛苦、生活被打扰、负性情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家属干预后心理痛苦、

生活被打扰、负性情感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2）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躯体功能、情绪状态、角色功能、社

会功能、认知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家属干预后躯体功能、情绪状态、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及认知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3）试验组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临终护理干预能有效减轻晚期肺癌患者家属心理应激，改善患者家属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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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hospice care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Methods　From March 2016 to February 2017，a total of 33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and their 124 lineal relatives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Field Surge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Daping Hospital，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including 16 patients and 57 lineal relatives）and test group（including 17 patients and 67 
lineal relatives）. Patients and lineal relatives received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 routine nursing care intervention，while patients 
and lineal relatives received hospice care intervention，includ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physical therapy，living nursing 
care，nursing guidance of proper nursing care methods for the lineal relatives and death education；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intervened for 20 days. Relatives stress scale（RSS）score and Cor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Functional Scal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 Results　（1）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ore，life been disturbed score or negative emotion scor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whil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ore，life been disturbed scor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ore in 
test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0.05）.（2）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hysical function score，emotional state score，role function score，social function score or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while physical function score，emotional state 
score，role function score，social function scor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in test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0.05）.（3）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es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Hospice care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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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晚期患者因治愈无望而对生活失去希望，加之疾病

导致的躯体疼痛会使患者临终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家属在照

顾患者期间同样受负面情绪影响，且还要面临失去亲人的痛

苦，故会出现很多心理问题［1］。临终关怀是一门新兴交叉学

科［2］，是医护人员向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的一种全面照护，

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等。既往研究表明，临终关怀可使临

终患者生命得到尊重，利于患者保护隐私、控制临床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最终安宁地度过人生最后阶段［3］。目前，针

对晚期肺癌患者的临终关怀逐渐被人们熟知，但对患者家属

的相关护理干预模式较少，且观念较淡薄［4］。本研究旨在探

讨临终护理干预对晚期肺癌患者家属心理应激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呼吸内科收治的

晚期肺癌患者 33 例及其直系家属 124 例。纳入标准：（1）
患者肺癌Ⅳ期；（2）患者家属年龄 >18 岁；（3）患者家属

理解能力正常。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障碍者；（2）有

精神疾病病史者。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随机分为对照组（患

者 16 例，直系家属 57 例）和试验组（患者 17 例，直系家属

67 例），两组患者家属性别、年龄、与患者的关系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家属自愿参加本研究。

表 1　两组患者家属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
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x±s，岁）

与患者的关系（例）

配偶 子女 父母 其他

对照组 57 25/32 47.5±5.4 31 15 10 1

试验组 67 28/39 47.1±4.4 33 24 9 1

χ2（t）值 0.054 0.142a 1.395

P 值 0.816 0.887 0.707

注：a 为 t 值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及其家属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包

括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疾病相关知识、治疗方法及治疗期间注

意事项，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5］。

1.2.2　试验组　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试验组患者及其家

属开展临终护理干预［6］，具体如下：（1）人文关怀医护小

组由 6 名护士长和 5 名护理组长组成，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人文学组成员。（2）
心理护理：人文关怀医护人员应耐心倾听患者主诉，强化其

认可心理，淡化其否定心理；对患者家属进行心理访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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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家属缓解心理压力的措施，如听音乐、画画、看书、下

棋等；针对承受较大心理痛苦的患者家属，护理人员应引导

其发泄内心痛苦［7］。（3）物理疗法：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适当采用按摩、针灸等物理疗法以缓解其躯体疼痛［8］。（4）
生活护理：保持病房及其他生活环境清洁、安静及良好的空

气流通［9］，对患者做好饮食、排泄及口腔、皮肤等护理；此

外，护理人员应建议因声光刺激及相邻患者鼾声影响休息的

肺癌患者采用佩戴避光眼罩、耳塞、隔帘遮挡等方式，尽可

能使患者休息。（5）指导患者家属掌握正确的护理方法，避

免其在照顾患者期间过度劳累。（6）死亡教育：帮助患者家

属正确认识机体死亡过程，尽量在患者即将死亡的时间内通

知其家属、亲友到场，使其能安详地度过最后一程；此外，

还要协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10］。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均连续

干预 20 d。
1.3　观察指标　（1）采用家属应激量表（RSS）评估两组患

者家属干预前、干预后 20 d心理应激水平。RSS包括心理痛苦、

生活被打扰及负性情感 3 个维度共 15 个问题，每个问题采用

3 级评分法，0 分为从无、1 分为有时或有些、2 分为常常或

很多，总分 30 分，评分越高提示心理应激水平越高；RSS 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70，提示信效度较好［11］。（2）采用

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制定的第 3 版生活质量核心调查问

卷［12］评估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干预后 20 d 生活质量，主

要调查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

能 6 个功能量表，评分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3）采

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制

定的患者家属满意度问卷调查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总分 100
分，<60 分为不满意、61~89 分为一般满意、≥ 90 分为非常

满意。为了提升调查问卷的科学性，需安排经验较为丰富的

护士指导患者家属填写，并要求 20 min 内完成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计

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RSS评分　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心理痛苦、生活被打扰、

负性情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

患者家属干预后心理痛苦、生活被打扰、负性情感评分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后 RSS 评分比较（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R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组别 例数
心理痛苦 生活被打扰 负性情感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7 7.18±1.06 7.16±1.36 5.51±1.51 5.60±1.52 4.57±1.22 4.51±1.14

试验组 67 7.12±1.45 6.04±1.75 5.53±1.52 5.00±1.36 4.61±1.15 3.79±1.28

t 值 0.247 3.895 -0.072 2.288 -0.174 3.270

P 值 0.806 <0.001 0.943 0.024 0.863 0.001

2.2　生活质量核心调查问卷功能量表评分　两组患者家属干

预前躯体功能、情绪状态、角色功能、社会功能及认知功能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家属

干预后躯体功能、情绪状态、角色功能、社会功能及认知功

能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5.965，P<0.001，见表 4）。

表 4　两组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n（%）〕
Table 4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57 11（19.3） 19（33.3） 27（47.4）

试验组 67 45（67.2） 17（25.4） 5（7.4）

3　讨论

晚期肺癌患者家属因患者无法获取良好的治疗效果而出

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痛苦等心理障碍。临终关怀是近

代医学领域新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是从医学生物模式

向医学 - 生物 - 心理 - 社会模式转变的产物［13］，其主要目

的是为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支持和帮助，使患者能安宁祥和离

世，这不仅是对患者的尊重，更能减轻患者家属的痛苦［6，14］。

但我国临终关怀研究起步较晚，专业知识严重不足［15-16］。

临终护理干预是护理人员对临终患者及其家属采取的一

种护理模式，要求医护人员树立正确的临终关怀理念，并进

行相关知识培训；护理人员在临终关怀过程中起主导地位，

充当照护者、健康教育者、心理疏导者及丧葬咨询者等，故

要求护理人员具备娴熟的护理操作技能、高尚的职业道德及

正确的死亡观、医疗观、人生观［17］。本研究对晚期肺癌患者

表 3　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核心调查问卷功能量表评分比较（x±s，分）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r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Functional Scal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情绪状态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7 59.44±5.68 59.39±5.76 65.00±2.27 64.91±2.38 63.33±5.16 63.38±5.41 60.32±3.76 60.37±3.66 60.09±3.91 60.06±4.04

试验组 67 59.71±5.44 69.02±5.91 64.80±2.59 73.77±3.87 63.46±4.74 72.00±6.06 60.55±3.78 65.77±3.57 60.16±3.67 69.31±5.05

t 值 -0.266 -9.163 0.459 -15.028 -0.149 -8.362 -0.341 -8.279 -0.113 -11.127

P 值 0.790 <0.001 0.643 <0.001 0.882 <0.001 0.734 <0.001 0.9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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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临终护理干预，其中心理护理能改善患者及其家属负面

情绪，让患者尽量积极配合治疗；通过按摩、针灸等物理疗

法尽量缓解患者痛苦；生活护理能为患者提供安静、舒适的

环境，以利于患者休息；指导患者家属正确的护理方法，使

患者家属能有效照顾患者并避免过度劳累；死亡教育是引导

患者及家属正确看待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观［18］。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试验组患者家属心理痛苦、生

活被打扰、负性情感评分低于对照组，躯体功能、情绪状态、

角色功能、社会功能及认知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

度优于对照组，提示临终护理干预能有效减轻晚期肺癌患者

家属心理应激，改善患者家属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家属护理

满意度。但临终护理干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困难：（1）临终

护理人员不足；（2）临终护理干预人员积极性不高，主要与

护理人员对临终护理干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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