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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健康教育用于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皮肤护理的研究 

林翔凤，刘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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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性探讨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皮肤护理期间采用思维导图健康教育的临床意义。方法 本次研

究针对我科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展开，并将 2023 年 1 月-2025 年 1 月我科住院治疗及皮肤护理的 100 例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护理方法进行组别区分，将 50 例接受常规护理者纳入参照组，将 50 例接受思维导图健康教育者纳入研

究组，观察两组护理效果，统计患者知识知晓评分、皮肤毒性反应发生率、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获取两

组数据，利用统计学对比分析。结果 经统计，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评分比较，护理前两组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护理后两组评分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患者皮肤毒性反应的发生率研究组低于参照组（P＜
0.05）；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护理总满意率对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

结论 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皮肤护理期间采用思维导图健康教育可明显提高患者知识知晓水平，降低皮肤毒性反应

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效果获得医护患满意，建议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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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ind mapping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skin care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in our department, and 100 cases of inpatient treatment and skin care in our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group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s, 5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were included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50 cases receiving mind mapping health edu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and the knowledge knowledge score, 
the incidence of cutaneous toxic reactions,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tained. Results Statistical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 of health education knowled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 > 0.05), and th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skin toxicit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mind mapping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skin care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level of pati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kin 
toxic reac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medical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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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

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1]。随着免疫治疗技术的不断

发展，肺癌免疫治疗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然而，

免疫治疗过程中，患者常出现皮肤毒性反应，如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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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痒、干燥等，这些不良反应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影响治疗的持续性和有效性[2]。因此，对肺癌免

疫治疗患者的皮肤护理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思维导图

是一种新型的思维工具，它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知

识结构和逻辑关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信

息[3]。近年来，思维导图在健康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其能够提高患者的学习效率和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4]。本文针对性探讨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皮肤护理期间采

用思维导图健康教育的临床意义，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针对我科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展开，并将

2023 年 1 月-2025 年 1 月我科住院治疗及皮肤护理的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法进行组别区分，研

究组：男性 4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40-76 岁（58.15
±2.36）岁；参照组：男性 3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0-
75 岁（57.21±2.36）岁；组间资料对比（P＞0.05），

故具备对比条件。 
1.2 方法 
参照组：在针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的皮肤护理时

采取常规护理，包括口头宣教和公众号推送健康知识。

口头宣教主要向患者讲解免疫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皮肤不良反应及预防措施，提醒患者注意皮肤清洁和

保护；建立公众号，定时通过手机向患者推送健康教育

内容，包括皮肤护理知识、饮食指导等[5]。 
研究组：在参照组基础上，发放思维导图健康教育

手册。思维导图健康教育手册由研究团队根据肺癌免

疫治疗患者皮肤护理的相关知识和经验，结合患者的

实际情况和需求，绘制而成。手册内容包括免疫治疗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皮肤不良反应、预防措施、皮肤护理技

巧、饮食指导等，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直观、系统

地展示了健康教育内容。同时，研究团队还对患者进行

思维导图健康教育手册的使用培训，确保患者能够正

确理解和使用手册[6]。 
1.3 判定标准 
① 健康教育知识知晓评分：采用自制的健康教育

知识知晓率问卷评估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

0-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知晓率越高。 
② 皮肤毒性反应的发生情况：记录患者免疫治疗

过程中出现的皮肤毒性反应，包括皮疹、瘙痒、红斑等，

总计两组发生率。 
③ 生活质量评分：采用生活质量指数问卷评估患

者的生活质量，包括：日常活动、休闲活动、工作学习、

人际关系等，总分 0-10 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

好。 
1.4 统计学方法 
两种不同的类型护理方法所得到的护理研究数据

需要进行统计分析,本次护理检测的研究数据都主要是

采用了 sspss20.0 软件,统计数据分析。计数(n%)，t 检
验，比较各类型数据的概率差异,有明显差异的数代表

概率有一定意义,即 p<0.05 结果，若无意义时，则会显

示出 P 值超过 0.05。 
2 结果 
2.1 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

两组评分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评分（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73.25±2.20 90.31±2.19 
参照组 50 73.58±2.31 80.40±2.13 

P  ＞0.05 ＜0.05 

 
2.2 患者皮肤毒性反应的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皮疹者 0（0.00%），瘙痒者 1（2.00%），

红斑者 0（0.00%），总发生率 1（2.00%）；参照组：

皮疹者 3（6.00%），瘙痒者 4（8.00%），红斑者 3（6.00%），

总发生率 10（20.00%）；两组总发生率对比，研究组

低于参照组（P＜0.05）。 
2.3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研究组：日常活动（90.19±2.24）分、休闲活动

（90.23±2.35）分、工作学习（90.12±2.19）分、人际

关系（90.01±2.54）分；参照组：日常活动（81.02±
2.39）分、休闲活动（80.28±2.06）分、工作学习（81.57
±2.31）分、人际关系（80.89±2.49）分；两组评分对

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统计比较 
研究组：总满意率 49（98.00%），包括非常满意

者 36 例、一般满意者 13 例、不满意者 1 例；参照组：

总满意率 40（80.00%），包括非常满意者 21 例、一般

满意者 19 例、不满意者 10 例；总满意率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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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高于参照组（P＜0.05）。 
3 讨论 
随着肺癌免疫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

患者受益于这种新型治疗方式。然而，免疫治疗过程中

常见的皮肤毒性反应成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治疗效

果的重要因素[7]。为了有效管理这些皮肤反应，提高患

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本研究引入了思维导图健康教育。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直观、系统的思维工具，能够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将其应用于肺癌免疫治疗

患者的皮肤护理健康教育中，旨在提高患者的知识知

晓率，降低皮肤毒性反应的发生，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一是，知识知晓水平的提升。

通过思维导图健康教育的实施，肺癌免疫治疗患者对

皮肤护理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思维

导图以其直观、系统、易于理解的特点，帮助患者更好

地掌握了皮肤护理的要点和注意事项，从而增强了患

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这一结果不仅体现了思维导图健

康教育在知识传播方面的有效性，也为患者更好地配

合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

皮肤毒性反应发生率的降低。研究结果显示，接受思维

导图健康教育的患者，其皮肤毒性反应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未接受该教育的患者。这表明，思维导图健康教育

在降低皮肤毒性反应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通过提高患

者对皮肤护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患者能够更有效地

预防和处理皮肤问题，从而减轻皮肤毒性反应带来的

不适和困扰[9]。三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思维导图健康

教育的应用还显著改善了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的生活质

量。患者不仅减少了因皮肤毒性反应而导致的疼痛和

不适，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照顾自己，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患者的身心

健康，也为其更好地应对治疗带来的挑战提供了有力

支持。四是，护理满意度的提高。思维导图健康教育还

显著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10]。通过提供系

统、全面的健康教育，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更加

顺畅，患者对护理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度也相应提高。这

种积极的互动和反馈机制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医患

关系，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综上所述，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皮肤护理期间采用

思维导图健康教育可明显提高患者知识知晓水平，降

低皮肤毒性反应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

度，效果获得医护患满意，建议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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