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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肺癌？  
         肺癌是因部份肺部细胞产生异常的变性，不断地异常增生、分裂形成

特殊的肿块，称为肿瘤。通常是指「支气管原发性癌」，由支气管增生表

皮样、腺样或未分化细胞组成之肿瘤。 

 
二、致癌危险因素  
（一）抽烟：目前认为吸烟是肺癌的最重要的高危因素，在中国肺癌中，60%-70% 

是吸烟者。  

（二）职业与环境接触：如金属业、矿冶业、肥皂生产、油漆制造业、合成橡

胶业、无机颜料业、与石棉接触者或过度暴露于放射线者等。 

（三）既往慢性肺部感染 

（四）室内和大气空气污染 

（五）遗传因素 

 

三、临床症状  
（一）持续性咳嗽：75%的病患会有此症状。 

（二）咳血。 

（三）胸痛。 

（四）呼吸困难及呼吸出现喘鸣声。 

（五）体重减轻。 

（六）低热。 

（七）其它症状有呕心、呕吐、疲倦、肩或手臂疼痛、肋骨痛、声音沙哑、头       

痛、头晕、脸及身体上半部水肿。 

 

四、检查检验  
（一）影像学检查诊断：全身骨扫描（PET-CT）、CT、MRI 、B 超。 

（二）病理学检查诊断：通过支气管镜、经皮穿刺、淋巴结或浅表肿物活检、

胸腔穿刺、胸膜活检、胸腔镜等手段获取组织或细胞。 

（三）分子分型：进行基因检测，根据分子分型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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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治疗方式  
（一） 全身性治疗： 

1.化学治疗：又称化疗，对小细胞癌治疗之效果显着，而在非小细胞癌方面，

一般单独使用或与放射线治疗合并治疗，多用于不能接受手术切除之晚期

肺癌，也用于肺癌手术切除前后或开刀发现无法完全切除干净之辅助疗

法。 

2.靶向治疗：靶向药物适合治疗特定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 

3.免疫治疗：肿瘤免疫治疗就是通过重新启动并维持肿瘤-免疫循环，恢 

复机体的正常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控制与清除肿瘤的一种治疗方法。 

（二） 局部性治疗： 

1.手术切除：适用于初期局部未远处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2.放射治疗：包含体外放射及放射粒子置入 

3.局部消融治疗：包括微波治疗、射频消融、氢氦刀等 

 

六、照护原则 
（一）饮食指导原则： 

1.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适宜的、相对稳定的体重  

2.食物的选择应多样化，适当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3.多吃蔬菜、水果和其他植物性食物  

4.多吃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5.限制精制糖的摄入  

6.肿瘤患者抗肿瘤治疗期和康复期膳食摄入不足，在经膳食指导不能满足目

标需要时， 建议给予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    

（二）放射线治疗注意的事项 

   1.保持照射部位的干燥。 

2.照射部位只能用清水洗，不可用肥皂洗，要轻轻的拍干，不要用力擦干。 

  3.在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照射部位不可敷热，避免直接阳光照射或吹冷风。 

  4.除非是放射科医师的指示，否则不可在放射部位擦任何药粉、乳液或油膏。 

  5.不可洗掉放射科医师在皮肤上所做的记号。 

  6.只能用电动刮胡刀刮胡子，如皮肤有发红或疼痛时，则不可刮胡须。 

   7.衣服要选择柔软的质料，以避免摩擦或擦伤皮肤。 

（三）如何应对化疗后的不良反应 

  1.化疗后容易胃肠不适，轻者有恶心感、厌食，重者会引起剧烈呕吐，因     

此需注意进食原则，少量多餐、清淡为主， 此时不必进食高蛋白、高热

量食物，以免造成积食。 

   2.化疗药物运用后第三天起，白细胞开始降低，2 周降至最低，在此期间 

因胃肠道症状已基本消失，故应多进食优质蛋白、蔬菜、水果、鸡蛋、牛

奶等，以提高机体免疫力，避免到公共场所，以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机会。 

   3.化疗后一周开始脱发，两周左右最为厉害，不必惊慌，毛发会重新生长， 

外出可戴假发套，以保持形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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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意休息，化疗能杀伤正常组织，对各脏器均有不同程度损伤，故应多 

加休息，避免疲劳。 

5.化疗期间应多喝水，使化疗药物毒性能尽快排出体外，减轻对肾脏的毒性。 

6.预防皮肤、呼吸道、口腔黏膜、牙龈等部位破溃，防止感染 

7.保持大便通畅，必要时可有缓泻剂。 

（四）靶向治疗的注意事项： 

靶向治疗的不良反应与药物的类型和剂量有关，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皮 

疹、腹泻、炎症性肺损伤等。  

   1.皮疹： 

（1）尽量避免日晒，当不可避免时，日晒前 1～2 小时涂抹防晒霜，尤其是

脸部和上身； 

（2）避免使用使皮肤干燥的物品，如肥皂、含酒精产品、有香味的产品等； 

（3）可每日两次涂抹无酒精的温和保湿霜。 

2.间质性肺损伤：尽管不常见，但间质性肺损伤是靶向治疗的重要不良反应 

之一。症状包含：呼吸困难、气促、发热、干咳无痰、乏力等。 

3.腹泻： 

（1）一旦出现腹泻的症状，应当避免进食使腹泻加重的食物。 

（2）低纤维、少残渣和低脂肪的清淡饮食，可能改善腹泻症状，一旦症状

缓解，可逐渐恢复原有饮食。 

（3）保证足够液体摄入，避免腹泻导致的脱水；包含糖分和盐的液体更佳，

可避免电解质紊乱，腹泻期间不宜饮用牛奶。 

（五）免疫治疗的常见不良反应： 
1.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特征与化疗和靶向治疗均有所不同，通常因免疫激

活引起相应器官性炎症。如皮肤、胃肠道、内分泌、肝脏、口腔、关节

等部位。 

2.免疫治疗疗效持久、治疗获益时间段长，但相应的不良反应跨度时间也

较大，多出现在治疗开始后的 1～6 月，但也可能在治疗晚期甚至停止

治疗数月后发生。 

3.器官性炎症发生率低于化疗，患者耐受性良好，绝大部分免疫相关不良

反应早发现、早治疗仍是控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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