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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早中期食道癌患者安全进食行为情况并分析可能伴随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天津市 8 家医院 148 名胸外科护士,在知情同意下进行相应的电子问卷调查,分
析早中期食道癌患者护理进食行为状况及其关键因素。 结果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一般护理较为

关注,但是仅有 6. 1%的护士关注患者的口咽肌情况,还有少数的护士(9. 5%)会针对患者进行口咽肌的专项训

练指导;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接受专科护士相关培训以及是否接受吞咽障碍相关培训是护士对患

者安全进食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结论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特定的安全进食护理(如口咽肌观察以

及训练)有待进一步提高。 管理者应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护士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对患者安全进食的了解和认

知,进而提高食道癌患者的有效安全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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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afe
 

eating
 

behavior
 

of
 

patients
 

with
 

early
 

and
 

middle
 

esophageal
 

cancer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 A
 

corresponding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148
 

thoracic
 

surgery
 

nurses
 

from
 

8
 

hospitals
 

in
 

Tianjin
 

from
 

Jan
 

2020
 

to
 

Jan
 

2022. Result
Thoracic

 

surgery
 

nurse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eneral
 

care
 

of
 

patients
 

with
 

early
 

and
 

middle
 

esophageal
 

cancer,but
 

only
 

6. 1%
 

of
 

the
 

nurse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patients′
 

oropharyngeal
 

muscles,and
 

a
 

few
 

nurses
 

( 9. 5%)
 

would
 

carry
 

out
 

specific
 

oropharyngeal
 

muscles
 

training
 

for
 

patients
 

guidanc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whether
 

to
 

receive
 

training
 

related
 

to
 

specialist
 

nurses
 

and
 

to
 

swallowing
 

disorders
 

were
 

decisive
 

factors
 

for
 

nurses′
 

safe
 

eating
 

behaviors. Conclusion The
 

specific
 

safe
 

feeding
 

nursing
 

(such
 

as
 

oropharyngeal
 

muscle
 

observation
 

and
 

training)
 

for
 

patients
 

with
 

early
 

and
 

middle
 

esophageal
 

cancer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Managers
 

should
 

active-
ly

 

carry
 

out
 

targeted
 

nurse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nurses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patients′
 

safe
 

eating,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and
 

safe
 

eating
 

of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Keywords:Esophageal

 

cancer;Eating
 

care;Eating
 

effectively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全世界每年

约有 30 万人死于食管癌。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各国

差异很大[1] 。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高发地区之

一,平均每年因食管癌死亡人数约 15 万人。 男性

多发,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 食管癌典型的症状为

进行性咽下困难,先是难咽干的食物,继而是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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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食物,最后水和唾液也无法咽下。 吞咽障碍以及

进食困难是食道癌最为常见的症状[2] 。 食道癌患

者因吞咽障碍以及伴随的食道疼痛感,继而影响患

者功能康复,增加患者疾病复发率[3] 。
护士作为食道癌患者吞咽障碍以及进食困难

管理工作中的最重要一环,关系着患者对于食物的

有效摄取。 目前临床研究上非常缺乏针对这些内

容的调查。 因此,对于护士在食道癌患者中的护理

进食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关乎着广大食道癌患者的病情进展。 如果临床

护理中只重视食道癌患者的症状护理以及药物给

予,而忽视饮食护理的重要性,会导致患者病情难

以有效控制。 本研究旨在了解目前胸外科护士对

早中期食道癌患者实施安全进食行为情况以及影

响因素分析,为今后临床上制定安全有效进食提供

依据。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法,对 2019 年天津市 8 家医院

148 名胸外科护士在知情统同意下进行电子问卷

调查。 入选标准:1)自愿参与本研究;2)具备护士

资格证书。 排除标准:1) 不在岗护士;2) 进修护

士,实习护士。
1. 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为自行设计,设计前参

阅文献[4] ,经医院相关专家审阅及修改后,能较好

地反映本调查的目的,形成正式的“早中期食管癌

患者护理进食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调查问

卷”。 问卷针对疾病主要未早中期的食道癌(考虑

到晚期患者可能伴随的恶病质状态,因此不在本项

目考虑范围)。 经医院专家审阅修订共有 10 个共

性的问题,“总是”“经常”“一般”“偶尔”“从不”依

次计 10 分、8
 

分、6
 

分、4
 

分、2
 

分,总分为
 

20 ~ 100
 

分。 得分充分反映了护士对于初中期食道癌患者

的进食护理行为。 得分越高,说明临床护士对患者

安全进食护理行为越有效。
在正式调查前随机发放问卷 10 份行预调查,

显示问卷完成情况良好。 正式调查阶段致函相关

负责人,经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漏填、不填及填写

不清等视为无效问卷。 本研究共收集护士问卷

156 份,剔除不合格和不完整的问卷,得到有效问

卷 148 份,有效率回收率为 94. 87%;本研究问卷信

效度 0. 91,结果可靠。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 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n / %表示,定量资料用 x±s 表示。 单

因素分析时,两组间均数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均数比较时,方差齐时,采用

One-way
 

ANOVA 的 LSD 法; 方差不齐时, 采用

One-Way
 

ANOVA 的 Tamhane′T2 法。 采用多元逐

步线性回归分析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

安全进食行为的影响因素。 以 P<0.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实施进食行

为情况

绝大部分的护士可以做到针对患者进食体位

( 83. 1%), 饮食习惯 ( 68. 2%) 以及吞咽疼痛感

(60. 8%)进行关注,但是仅有 6. 1%的护士关注患

者的口咽肌情况,还有少数的护士(9. 5%)会针对

患者进行口咽肌的专项训练指导。 详见表 1。

表 1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

实施进食行为情况(n = 148)

项目
百分比[%(n)]

总是 经常 一般 偶尔 从不
平均分

为患者提供合适

的进食体位

83. 1
 

(123) 7. 4
 

(11) 3. 4
 

(5) 4. 7
 

(7) 1. 4
 

(2) 93. 2

询问患者是否喜

欢食物

68. 2
 

(101) 6. 8
 

(10) 7. 4
 

(11) 9. 5
 

(14) 8. 1
 

(12) 83. 5

为患者提供适宜

的进食环境

52. 0
 

(77) 15. 5
 

(23) 9. 5
 

(14) 14. 2
 

(21) 8. 8
 

(13) 77. 6

关注患者的吞咽

疼痛感

60. 8
 

(90) 14. 2
 

(21) 7. 4
 

(11) 9. 5
 

(14) 8. 1
 

(12) 82. 0

为患者选择合适

的餐具

44. 6
 

(66) 14. 2
 

(21) 10. 1
 

(15) 8. 1
 

(12) 23. 0
 

(34) 69. 2

指导患者关注口

腔卫生情况

54. 1
 

(80) 8. 1
 

(12) 14. 2
 

(21) 8. 1
 

(12) 15. 5
 

(23) 75. 4

指导患者进行吞

咽功能训练

9. 5
 

(14) 16. 2
 

(24) 23. 0
 

(34) 4. 7
 

(7) 46. 6
 

(69) 42. 0

评价患者的口咽

肌情况
 

6. 1
 

(9) 9. 5
 

(14) 15. 5
 

(23) 16. 9
 

(25) 52. 0
 

(77) 40. 1

进 食 前 容 积-黏
度(VVST)评估

23. 0
 

(34) 14. 2
 

(21) 15. 5
 

(23) 10. 1
 

(15) 37. 2
 

(55) 55. 1

进食后帮助患者

清理食物残留

24. 3
 

(36) 16. 2
 

(24) 13. 5
 

(20) 7. 4
 

(11) 38. 5
 

(57) 56. 1

2. 2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实施安全进

食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工作年限、学历、是否接受专科护士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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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接受吞咽障碍相关培训在组间有着显著性的差

异(P<0. 05)。 见表 2。

表 2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

实施安全进食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例数 得分(分,x±s) F / t P

职务

　 护士长 12 86. 23±9. 81
　 组长 36 81. 57±8. 14 5. 18 0. 055
　 护士 100 79. 87±9. 24
职称

　 护士 73 78. 34±10. 12
　 护师 22 81. 23±9. 14 2. 34 0. 104
　 主管护师 50 82. 34±8. 14
　 副高及以上 3 80. 19±11. 23
工作年限 / 年
　 0~ 56 76. 34±9. 87
　 5~ 59 82. 35±11. 12 6. 98 0. 013
　 10 ~ 33 87. 19±12. 34
学历

　 中专 24 71. 34±9. 14
　 专科 21 78. 78±13. 14 6. 93 0. 003
　 本科 95 81. 34±9. 78
　 研究生 8 85. 67±8. 11
接受过专业护士培训

　 是 138 88. 14±9. 17 4. 12 0. 001
　 否 10 78. 14±11. 34
接受过专业吞咽培训

　 是 68 89. 13±10. 34 4. 45 0. 001
　 否 80 70. 13±9. 18

2. 3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安全进食行

为的关键影响因素

以结果 1 中胸外科护士评估得分作为应变量,
以结果 2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工作年限、学

历、是否接受专科护士相关培训、是否接受吞咽障

碍相关培训)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接受专科护士相关培训以及接受

吞咽障碍相关培训是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

患者安全进食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P<0. 05)。 见

表 3。

3　 讨论
 

食道癌是我国非常高发的一类恶性肿瘤。 有

效的进食方式不仅仅关系着患者的生活状态,也与

病情的恢复息息相关[5] 。 中后期的食道癌患者表

现为吞咽困难,持续性的胸骨或后背疼痛,营养摄

入不足,出现明显消瘦的情况。 而且,接受放疗治

表 3　 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

安全进食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差

标准化
回归系数

t P

常数 31. 2 1. 7 NA NA NA
接受专科护 士
相关培训

3. 8 1. 2 0. 3 3. 9 0. 002

接受吞咽障 碍
相关培训

2. 6 0. 9 0. 2 4. 1 0. 001

注:R2 = 0. 83,F= 4. 1,P= 0. 001。

疗的食道癌患者常伴有不良反应,进一步影响其营

养摄入[6] 。 营养匮乏的患者会出现焦虑、焦躁等

负面情绪,对治疗效果和依从性产生严重影响[7] 。
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可以有效地增强患者的免疫

力,减少焦虑情绪,提高预后效果。 正确有效的护

理行为在这里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直以来,诸多研究集中于探究“优质护理”

在食道癌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环境护理(维

持整洁卫生的环境)、营养护理(科学的营养配搭

方案)、饮食护理(静脉注射葡萄糖等营养物质代

替普通进食)、心理护理(舒缓不良情绪)被证实有

助于食道癌患者的康复,亦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切实提升科室整体的护理服务质量[8-9] 。
本研究证实胸外科护理工作者针对一般的护

理行为准备充分,比如关注患者的进食体位,进食

环境,而且可以在进食前关注患者的咽部疼痛情

况。 但是,胸外科护士对早中期食道癌患者特定的

安全进食行为关注不足,
 

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表

1,可以发现:仅仅 6. 1%的护士关注患者的口咽肌

情况,还有少数的护士(9. 5%)会针对患者进行口

咽肌的专项训练指导,另外针对容积-黏度测试

(VVST)评估,只有 23%的护士会特意了解。 VVST
是 20 世纪 90 年代西班牙的

 

Pere
 

Clave 教授设计,
主要用于吞咽障碍患者进食的风险评估,也是临床

检测患者安全进食的一个重要指标[10] ,2017 年发

布的中国吞咽障碍评估与治疗专家共识中提到:所
有的床旁进食评估都需要进行容积-黏度测试来评

估患者进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11] 。 很明显,我国

临床上缺乏该评估的专项护理指导。 口咽肌情况

是食道癌患者临床上进行有效进食的重要关注点,
但是这方面的护理工作也被相当一部分的护理工

作者所忽略。
为了深入了解食道癌患者进食的护理情况,本

研究还将职务、职称、工作年限、学历、是否接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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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护士相关培训、是否接受吞咽障碍相关培训进行

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是否接受过专科护士相关培

训以及是否接受吞咽障碍相关培训在组间有着显

著性的差异。 充分说明,针对不同患者进行合理的

护理培训在护士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

同时,工作年限以及学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护理专业学习以及工作积累的

重要性。
总而言之,护理管理者要让临床护士意识到安

全进食护理的重要性,也要重视护理工作的专业技

能培训,充分发挥专科护士的主导作用。 本研究尚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调查的问卷为研究

者参考相关文献自行编制,信效度还需要进一步验

证;其次,本研究中,男护士人数较少,未进行性别

比较;再次,因时间关系,本次研究涉及的样本数目

较少,今年研究中应该增加样本容量,提高结果准

确率。 因此,建议将来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以对

问卷做进一步完善,并进行更大样本的随机抽样调

查,增加可信度。
 

4　 小结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胸外科护士在针对早中期

食道癌患者的护理中,整体工作符合患者的要求。
但个别专项护理项目仍有待提高,尤其是进食评估

以及口咽肌的专项训练。 希望护理管理者制定相

应的计划,积极开展富有针对性的教学培训,提高

护理人员对患者安全进食的认知。 胸外科护士也

应该加大专科学习,以及专项技能的培养。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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