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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癌痛治疗规范化水平! 保障 医疗质量安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对'癌症疼痛诊疗规范(

!"JJ

年版)*进行了更

新!并颁布了'癌症疼痛诊疗规范(

!"JK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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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我国癌痛的规范化诊疗情况存在医院科室间的

通信作者!张沂平!教授!主任医师!本科"浙江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
内科!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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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医院创建
浙江省专家共识

浙江省抗癌协会癌痛专业委员会

摘 要!根据我国癌痛规范化治疗现状和国内外最新癌痛诊疗相关的权威指南.共识!结合
浙江省在癌痛规范化治疗和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中积累的临床实践和管理经验!

浙江省抗癌协会癌痛专业委员形成了共识!主要内容包括%癌痛信息化管理!癌痛规范化治
疗示范医院创建管理制度化的相关内容! 规范化的患者教育和知情同意制度! 癌痛评估的
"常规.量化.全面.动态$原则!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滴定!爆发痛的管理!癌痛药物治疗!多学
科团队合作!规范化药学服务与药事管理!规范化护理和患者随访- 本共识不仅涉及癌痛规
范化治疗的临床实践!也涵盖了与医院建设和信息化管理相关的内容!与癌痛全程管理密切
相关!涉及癌痛患者.医生.护士.药师和医院管理者- 浙江省抗癌协会癌痛专业委员会希望
本共识可以为创建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医院提供全面的指导! 有效解决癌痛规范化治疗示
范医院创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我国癌痛患者获得高质量的规范化诊疗服务和实现我国
癌痛治疗"零差异$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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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之间癌痛管理零

差异#全面规范癌痛诊疗行为#优化诊疗流程#推进

合理用药# 对于居家癌痛患者完善随访和延续性院

外管理#让患者及家属充分感受到人文关怀#促进医

患关系和谐发展# 浙江省全面开展癌痛规范化治疗

示范医院%以下简称&示范医院'(创建工作)以*癌症

疼痛诊疗规范%

!=9>

年版(+为基础#结合欧洲临床

肿瘤学会
?@)*(A2,+ B(512C7 .(* D2E15,- 4+5(-(67

#

@BD4F

*成人癌痛的管理临床实践指南 %

!=9>

年

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C1(+,- /(GA*202+!

31H2 /,+52* <2CI(*J

#

<//<K

*成 人 癌 痛 临 床 指 南

%

!"9>

年第
9

版(+ 及
!"9L

年之后发布的国内外多

个癌痛管理方面的指南$共识和重要文献#针对示范

医院创建和癌痛诊疗中的重要问题#制定了*癌痛规

范化治疗示范医院创建浙江省专家共识+-

9

癌痛管理信息化

示范医院应开展肿瘤患者癌痛的信息化筛查评

估$治疗及随访-对门诊及病房麻醉镇痛处方进行信

息化管理# 电子麻醉药品处方可以减轻医师和药师

工作负担$减少处方差错-对医师处方资格进行信息

化管控# 确保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医

师符合资质管理要求- 麻醉处方管理还包括空安瓿

和使用过的贴剂回收# 并记录收回的空安瓿或废贴

数量- 通过信息化实现对全院各个科室及医疗组的

癌痛治疗药物用量分析# 及时发现用量异常科室或

医疗组#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

&

"

#保障癌痛治疗

规范化-采用电子随访系统管理#获得更完善的随访

资料#自动分析漏访率及延迟随访率#利于医护人员

对随访患者进行分析# 更好地实现院外癌痛患者延

续性管理-

!

示范医院创建管理制度化

医院领导参与负责示范医院创建工作# 成立由

临床相关科室$药剂科$护理部$麻醉科等相关科室

负责人组成的创建活动项目小组- 有完善的创建示

范医院具体实施方案$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定期检

查#并落实到位-医院创建活动相关制度纳入医院医

疗及护理质量管理体系- 由医务部及护理部协调管

理#成立示范医院检查小组#每季度对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检查#院内公示检查结果#并设申诉期#及时发

现问题并整改#给出整改措施并检查落实情况#最终

检查结果与绩效挂钩-

&

规范化患者教育和知情同意制度

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利# 治疗前医护人

员应告知患者及家属癌痛治疗的目的$风险$注意事

项等-在癌痛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和配

合至关重要#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鼓励患者向医护

人员如实描述疼痛的情况# 有针对性地对患者和家

属开展癌痛知识方面的患者教育# 鼓励患者积极主

动告知医护人员疼痛情况!

M

"

- 规范化的癌痛患者教

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主动报告疼痛或疼痛变化/说

明镇痛治疗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部分/ 绝大多数

癌痛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有效控制/ 患者应当在医生

指导下进行镇痛治疗#按要求规律服药#不宜自行调

整镇痛方案和药物的用法用量/ 阿片类药物是癌痛

治疗的常用药物#在癌痛治疗时&成瘾'情况极为罕

见#解决患者和家属对疼痛和强阿片类药物的担忧#

并提供策略 !

%

"

/告知患者阿片类药物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不良反应包括便秘,恶心,呕吐,嗜睡,瘙痒,

头晕,尿潴留,谵妄,认知障碍#以及呼吸抑制等#大

多数上述不良反应出现在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患者

用药的最初几天# 除便秘外多数不良反应是可以耐

受的#会在
MNOE

内缓解/多数患者需要使用缓泻剂

来防治便秘# 在阿片类药物镇痛时宜常规合并应用

缓泻剂# 应把预防和处理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作

为治疗计划和患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告知患者

定期复诊或遵嘱随访的重要性/鼓励患者自我管理-

医疗团队的所有成员#包括医生,护士,药师和其他

人员# 都应在患者教育和支持患者自我管理方面发

挥作用!

%

"

-

M

癌痛评估!常规"量化"全面"动态#

原则

癌痛评估是合理,有效进行镇痛治疗的前提#应

当遵循&常规,量化,全面,动态'的原则-

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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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评估原则

医护人员主动询问癌症患者有无疼痛! 进行常

规筛查!评估疼痛情况!并及时记录!在患者入院后

'(

内完成"

!")'

年欧洲联盟疼痛学会会议#

*+,-

$

发布癌症疼痛工作组意见书%&&'欧洲癌症相关疼

痛管理标准(!为改善癌痛管理水平!减少欧洲不同地

区之间癌痛临床实践的差异!结合不同学科!提出了

).

个标准!第一条标准就是常规癌痛筛查的建议) 肿

瘤患者每次就诊!医护人员均应进行疼痛筛查*

%

+

) 对

于有肿瘤病史的患者!可采用常规问题来筛查疼痛!

例如,您是否经历过干扰日常活动的疼痛
/

-也可以

使用疼痛评估量表来对患者常规疼痛筛查) 对于有

疼痛症状的癌症患者! 应当将疼痛评估列入护理常

规监测和记录的内容) 进行疼痛常规评估时应注意

鉴别疼痛爆发性发作的原因! 例如需要特殊处理的

病理性骨折.脑转移.合并感染!以及肠梗阻等急症

所致的疼痛)

!"$

量化评估原则

癌痛量化评估是指采用疼痛程度评估量表等量

化标准来评估患者疼痛的主观感受程度! 需要患者

的密切配合) 重点评估最近
!0(

内患者最严重和最

轻的疼痛程度!以及平常情况的疼痛程度!应在患者

入院后
)(

内完成!要求
'(

内首程疗程和护理记录!

癌痛量化评估可使用数字分级法
12345

. 面部表情评

估量表法.主诉疼痛程度分级法
16345

及简明疼痛评

估量表
789,:

*

;

+

)

!%&

全面评估原则

对癌症患者的疼痛及相关病情进行全面评估!

包括疼痛病因和类型/躯体性.内脏性或神经病理性

疼痛$!疼痛发作情况/疼痛的部位.性质.程度.加重

或减轻的因素$!镇痛治疗情况!重要器官功能情况!

心理精神情况! 家庭及社会支持情况! 以及既往史

1

如精神病史.药物滥用史
:

等) 通常使用'简明疼痛

评估量表
189,:

(评估疼痛及其对患者情绪.睡眠.食

欲.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以及与他人交往等生活质

量的影响) 在患者入院后
'(

内进行首次评估!并且

在
!0(

内进行全面评估)

!%!

动态评估原则

持续性动态监测. 评估癌痛患者的疼痛症状及

变化情况!包括疼痛病因.部位.性质.程度变化情

况.爆发性疼痛发作情况.疼痛减轻和加重因素.镇

痛治疗的效果!以及不良反应等)动态评估对于药物

镇痛治疗中的剂量滴定非常重要)在镇痛治疗期间!

应当及时记录用药种类.剂量滴定.疼痛程度及病情

变化)

%

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滴定

目前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滴定主要是短效制剂的

滴定方法和长效制剂背景剂量滴定两类方法) 中重

度癌痛患者或未达到患者疼痛控制目标时! 临床上

可根据患者疼痛程度. 阿片类药物既往使用情况和

疼痛频率等!个体化选择适宜的滴定方案)剂量滴定

时!应注意区分患者阿片类药物是否耐受)阿片类药

物耐受患者是指服用至少以下剂量药物者0 口服吗

啡
;"<=>?

! 芬太尼透皮贴剂
!%!=>(

! 口服羟考酮

&"<=>?

!口服氢吗啡酮
'<=>?

!口服羟吗啡酮
!%<=>?

!

或等效剂量其他阿片类药物!持续
)

周或更长时间!

未达到此标准则视为阿片类药物未耐受)

'%#

短效制剂滴定法

短效制剂的滴定方法*

)

+

0 可以使用吗啡即释片

及针剂进行滴定!阿片类药物未耐受的患者!根据疼

痛程度!吗啡片剂
%@)%<=

口服或针剂
&@%<=

皮下
>

静脉按需给药1阿片类药物耐受患者!计算前
!0(

所

需药物总量!给予总量
)"A@!.A

的短效阿片类药物

进行滴定1用药后根据药物达峰的时间进行评估/吗

啡口服
#(

达峰!吗啡针剂皮下
.B%(

达峰!吗啡针剂

静脉
#%<CD

达峰$!如果疼痛不缓解或增加!在前一

次剂量基础上增加
%.A@#..A

再次给药1疼痛减轻!

但缓解不满意!重复前一次相同剂量1疼痛缓解!患

者满意!按需给药) 密切观察疼痛程度.疗效及药物

不良反应!如果
!@&

个剂量周期后疗效不佳!要考

虑重新评估病情!必要时更改治疗方案1当用药剂量

调整到理想的镇痛效果时! 可以根据前
!0(

剂量转

化为等效剂量的长效镇痛药物)

'%$

长效制剂背景滴定法

长效制剂背景剂量滴定方法0 目前国内外对于

应用缓释阿片类药物为背景用药进行滴定的具体方

法尚未统一) 阿片类药物未耐受的患者给予盐酸羟

考酮缓释片
#.<= E#!(

!

#(

即释部分达峰时要评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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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药名 英文药名 常用剂量 每日最大限量!

=6

"

吲哚美辛
>+?(=2@,51+ !%A%"=6 @1? 9%"

布洛芬
>B)C*(.2+ !""AD""=6 EDAF0 !DG"

布洛芬!缓释剂"

>B)C*(.2+ &""AF""=6 B1? !D""

洛索洛芬
H(I(C*(.2+ F"=6 B1? 9J"

吡罗昔康
K1*(I15,= !"=6 E? F"

萘丁美酮
<,B)=2@(+2 9"""=6 E? !"""

塞来昔布
/2-2B*2I

首剂
D""=6

#以后
!""=6 B1? D""

依托考昔
L@(*15(I1B F"=6 E? 9!"

帕瑞昔布
K,*25(I1B

首剂
D"=6

#以后
!"AD"=6 EFA9!0 J"

萘普生
<,C*(I2+

首剂
%""=6

#以后
!%"=6 EFAJ0 9!%"

对乙酰氨基酚
M52@,=1+(C02+ &""AF""=6 E1?NED0 9%""

要备用即释阿片类药物处理爆发痛# 可以给予吗啡

即释片
%A9%=6

或者盐酸羟考酮胶囊
%A9"=6

$

!D0

全面评估疗效和不良反应$

对已使用口服的长效阿片类药物治疗疼痛的患

者#也可以根据患者的疗效和疼痛强度#参照
<OP

评

分# 使用长效阿片类药物进行剂量调整#

<OP QA9"

分的患者剂量滴定增加幅度
%"RA#GGR

%

<OP DAF

分

的患者剂量滴定增加幅度
!%RA%GR

%

<OP !A&

分的

患者#剂量滴定增加幅度
!!%R

#对于长效阿片类药

物背景剂量较大的患者#该方法要慎重$

F

爆发痛管理

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爆发痛定义$ 爆发痛对

患者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医

疗费用增加 '

Q

(

#而医护人员对于爆发痛的管理普遍

不足'

J

(

#在镇痛治疗的过程中#应提高对于爆发痛的

重视程度#发生爆发性疼痛时#应立即给予即释阿片

类药物进行解救# 解救剂量为前
!D0

缓释阿片类药

物总量的
#GRA!GR

$每日使用即释阿片类药物进行

解救的次数
"!A&

次时# 应考虑将前
!D0

解救用药

换算成缓释阿片类药物按时给药$

<//<

)成人癌痛

临床指南!

!G#J

年第
#

版"*推荐+如可能#使用相同

成分的即释剂型和缓释剂型的阿片类药物 '

$

(

$

!G#F

年)加拿大爆发性癌痛管理建议*中指出#使用相同

的阿片类药物治疗持续性基础疼痛和爆发痛有许多

优点#如更容易滴定给药和药物剂量换算&利于更好

管理阿片类药物不良反应等'

#G

(

$

Q

癌痛的药物

治疗

!"#

口服首选

应根据患者疼痛

程度#有针对性地选用

不同性质&作用强度的

镇痛药物$首选口服给

药途径#有明确不宜口

服指征的患者#可考虑

其他给药途径# 如静

脉&皮下&直肠及经皮给药等$

!"$

阿片类药物用于癌痛患者的治疗

轻度疼痛可选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 中度疼痛

可选用弱阿片类药物或低剂量的强阿片类药物#可

联合非甾体类抗炎药物以及辅助镇痛药物!镇静剂&

抗惊厥类药物和抗抑郁类药物等"%重度疼痛首选强

阿片类药治疗# 可联合非甾体类抗炎药物以及辅助

镇痛药物 !镇静剂& 抗惊厥类药物和抗抑郁类药物

等"$

LPS4

)癌症疼痛指南!

!G#J

年版"*中指出#低

剂量强阿片类药物是替代弱阿片类药物用于中度癌

痛患者治疗的一个选择#低剂量强阿片药物替代弱

阿片药物并不会增加不良反应'

##

(

$西班牙医学肿瘤

学会 !

PL4S

" 的 )

PL4S

癌症疼痛治疗临床指南

!

!G#Q

年版"* 建议低剂量强阿片类药物替代弱阿

片用于阿片未耐受患者的中度癌痛患者治疗 '

#!

(

$羟

考酮低剂量!

!!G=6N?

"&吗啡低剂量!

!&G=6N?

"&氢

吗啡酮低剂量!

!D=6N?

"时属于第二阶梯药'

F

(

$

!%&

非甾体类抗炎药和对乙酰氨基酚的日剂量限制

非甾体类抗炎药!

<PM>T3

"和对乙酰氨基酚常

用于治疗轻度疼痛# 或与阿片类药物联合用于治疗

中重度疼痛$ 非甾体类抗炎药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

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血小板功能障碍&肾功能

损伤&肝功能损伤#以及心脏毒性等#对乙酰氨基酚

有肝毒性#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与用药剂量和持续用

药时间相关$ 常见
<PM>T3

具体剂量限制见表
#

$ 此

类药物达到一定剂量时# 或两种非甾体类抗炎药联

合应用时#不仅不能增强镇痛效果#药物不良反应却

将明显增加# 故禁止超剂量用药# 也不主张联合使

用$ 非甾体类抗炎药和对乙酰氨基酚的日剂量达到

限制性用量时#应更换为阿片类镇痛药%如为联合用

表
#

常见非甾体类抗炎药!

'()*+,

"剂量限制

#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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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则只增加阿片类药物用药剂量!不得增加非甾体

类抗炎药物和对乙酰氨基酚剂量" 此类药物与阿片

类药物组成的复方制剂!也应注意日剂量限制问题!

如氨酚羟考酮片#每片含盐酸羟考酮
%'(

和对乙酰

氨基酚
&!%'(

$! 以对乙酰氨基酚日剂量不宜大于

)*%(

计算!氨酚羟考酮片每日不宜超过
+

片!并不建

议长期使用%

!"#

辅助药物

辅助镇痛药物是指能减少阿片类不良反应或者

增加阿片类药物的镇痛疗效的药物! 常用于辅助治

疗神经病理性疼痛&骨痛&内脏痛" 辅助用药的种类选

择及剂量调整!需要个体化对待'

)

(

% 辅助镇痛药物的

疗效在
+,-.

内显现% 辅助用药从低剂量起始!

)

周

内观察疗效!如果无效!在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前提下

增加剂量或更换药物'

)&

(

%常用的辅助药物包括)抗惊

厥类药物#加巴喷丁&普瑞巴林$&抗抑郁类药物&糖

皮质激素&双膦酸盐&局部麻醉药等!常用辅助用药

及用法见表
!

%

!"$

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换算和减量停药

阿片类药物之间剂量换算可参照阿片类药物剂

量换算系数表#表
&

$

'

)

!

)+

!

)%

(

% 换用另一种阿片类药物

时!仍需要仔细观察病情!并个体化滴定用药剂量%

复方制剂需要重新滴定! 如氨酚羟考酮理论上不能

直接转换!建议重新滴定%如需减少或停用阿片类药

物! 则采用逐渐减量法! 按照阿片药物总剂量的

)/0,!%01.

剂量减少! 直到每日剂量相当于
&"'(

口服吗啡的药量!继续服用
!.

后即可停药%

-

多学科团队合作

良好的疼痛控制需要多学科团队合作% 如存在

肿瘤急症相关的疼痛!如病理性骨折&脑转移&感染

及肠梗阻等引起的疼痛! 应首先邀请相关学科进行

多学科讨论!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镇痛方案!治疗引

起疼痛相关疾病的同时!合理治疗并发症%

!")-

年

2345

癌症疼痛工作组的意见书***+欧洲癌症相关

疼痛管理标准,建议!如患者难以耐受癌痛治疗的不

良反应!或经标准癌痛治疗
#

周但疼痛缓解不足时!

应为患者提供多学科专家会诊'

6

(

% +北京市癌症疼痛

管理规范-

!")6

年版$,建议!如患者
&.

内疼痛评分

未降到
&

分以下!应请专科会诊'

)+

(

%如患者就诊于非

肿瘤内科和疼痛科室之外的其他科室! 患者的癌痛

治疗
&.

内疼痛评分未降低到
&

分以下!可考虑请肿

瘤内科和疼痛科会诊%

-"7!$/0

肿瘤患者的疼痛能

够通过规范&有效的治疗得以缓解.但仍有少部分癌

痛患者! 虽经长期规范治疗但疼痛仍没有得到理想

类型 名称 用法用量

三环类抗抑郁药 阿米替林 初始剂量每次
!%'(

!每日
!

次口服!逐渐增加剂量!

#

周后达到每日维持剂量
#//,!%/'(

!

有效治疗时间为
&

个月!维持剂量每日
!%,#//'(

其他类型抗抑郁药 度洛西汀 初始剂量每日
!/,&/'(

!增加至每日
8/,#!/'(

文拉法辛 初始剂量每日
&69%'(

!增加至每日
6%,!!%'(

抗惊厥药 加巴喷丁 初始剂量每晚
)::,&::'(

!增加至每日
$::,&8::'(

!分
!,&

次给药.每
&

日剂量增加
%:0,

)::0

.老年人和体弱者需缓慢滴定剂量.肾功能不全者需调整剂量

普瑞巴林 初始剂量
%:'(

!每日
&

次!可增加到
):: '(

!每日
&

次.老年人和体弱者需缓慢滴定剂量.

肾功能不全者需要调整剂量.可增加剂量至最大每日
8:: '(

!分
!

次或
&

次给药

皮质类固醇激素 地塞米松 每日剂量
+,-'(

表
%

常用辅助药物的用法!

&&

"

表
'

阿片类药物剂量换算系数表

;

)

2<=>

+癌症疼痛指南
?!:)-

年版
@

,中!吗啡-口服$

"

羟考酮-口服$

A)9%")

B))C

药物 非胃肠给药 口服给药 等效剂量

吗啡
):'( &:'(

非胃肠道
"

口服
A)"&

可待因
)&:'( !::'(

非胃肠道
"

口服
A)")*!

吗啡-口服$

"

可待因-口服$

A)"8*%

曲马多
# )%:'(

吗啡-口服$

"

曲马多-口服$

A)"%

羟考酮
):'( )%!!:'(

吗啡-口服$

"

羟考酮-口服$

AD)9%!!9/@")

;

芬太尼透皮贴剂
!%!(EF D

透皮吸收
@ #

芬太尼透皮贴剂-

!(EF

$!

6! F

剂量
A)E!$

口服吗啡-

'(E.

$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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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最终发展成为难治性癌痛"阿片类药物是难

治性癌痛患者治疗的基石! 通常需要根据患者癌痛

机制的不同!联合非甾体类药物和#或$辅助镇痛药

物!一般不建议两种以上阿片类药物的同时使用%

#=

&

"

近年来! 各种微创介入治疗技术的开展为难治性癌

痛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常用技术包

括患者自控镇痛泵技术'神经毁损术'经皮椎体成形

术'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和鞘内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

等( 难治性癌痛患者的治疗需要由肿瘤科'疼痛科'

介入治疗科' 麻醉科' 药剂科等多科室医生共同参

与!做出准确的诊断!制定个体化方案!从而指导治

疗)

$

规范化药学服务与药事管理

示范医院药学服务与药事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人

员参与'药品配备'处方管理'临床药学服务开展"示

范医院要求指定药剂科负责人和临床药师参与创建

活动项目小组! 专职临床药师负责癌痛相关药物用

药指导" 医院应提供至少
&

个品种以上的阿片类镇

痛药物!规格'剂型配套齐全!包括缓释片剂'贴剂'

即释剂等!配备非甾体抗炎药以及辅助镇痛药物"提

供纳洛酮等阿片类中毒解救药物" 建立电子麻醉药

品处方" 为门
>

急
?

诊癌痛患者开具麻醉药品'第一类

精神药品!符合*处方管理办法+及癌痛诊疗有关规

定! 要求能结合患者病情! 给予适合剂量的镇痛药

物!无单张处方剂量限制)为门,急$诊癌症疼痛患者

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开具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注射剂!每张处方不得超过
&@

常用量.缓释

制剂!每张处方不得超过
9%@

常用量.其他剂型!每

张处方不得超过
A@

常用量)为住院患者开具的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应当逐日开具! 每张处

方为
9@

常用量)

临床药学服务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定期对全

院癌痛治疗药物,包括含有麻醉药品的复方制剂$使

用情况进行动态分析!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指导)及

时发现癌痛治疗药物用量异常!进行有针对性分析!

找出潜在不合理现象!并落实相应的管控措施!以保

障癌痛治疗规范性! 吗啡即释片和吗啡注射液的用

量应作为分析重点之一! 动态分析须结合专项点评

等措施来分析具体异常) 定期对全院门诊处方和住

院癌痛医嘱的合理性进行专项点评! 对存在问题进

行持续改进!措施得当有效!做到用药规范-安全-有

效) 应建立适宜的门诊处方及住院医嘱的专项点评

标准!住院医嘱点评应涵盖疼痛评估-滴定-爆发痛

解救-剂量调整等!发现共性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合

适的管控措施!达到持续改进的效果)对疑难癌痛患

者重点药学监护-参与会诊及用药宣教)癌痛临床药

师应参与临床查房! 并针对疑难癌痛患者进行重点

药学监护并有记录!包括疼痛治疗方案的选择-不良

反应防治-用药依从性监护等!保证癌痛患者用药合

理性与安全性) 临床药师还应参与疑难癌痛患者的

多学科讨论或会诊! 为疑难癌痛患者的用药提供药

学建议与参考) 示范医院创建要求实地考察药剂人

员尤其是调剂药师对麻醉处方管理及其他癌痛治疗

药物合理使用知识的掌握情况! 其中癌痛治疗药物

合理使用知识包括疼痛评估-剂量滴定与换算-爆发

痛解救等) 药师应熟知本院配备的疼痛治疗药物品

种及规格)

9"

规范化护理和患者随访

在临床工作中护士是患者最密切-最直接-最连

续的照顾者! 因此最能发现患者的需求并提供专业

支持和健康教育)在癌痛患者的全程管理中!如疼痛

患者筛查评估-护理记录-患者健康教育-药品管理-

疼痛随访等方面!护士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示范医

院护理部需要有完善的疼痛护理相关流程制度!包

括医院创建的各类文件-护理常规-护理制度-护理

流程及疼痛相关的操作流程及质量管理标准%

9A

&

)

!"#!

疼痛筛查评估及护理记录

护士应为患者提供疼痛筛查! 包括门诊就诊和

住院治疗的癌痛患者! 患者入院时护士进行常规疼

痛筛查评估并记录!疼痛患者入院
90

内完成首次评

估!

!B0

内完成全面评估!患者主诉是疼痛评估的核

心标准!相信和尊重患者的主诉!并如实记录) 疼痛

评估内容包括疼痛的一般情况- 疼痛对患者功能活

动的影响-疼痛对患者心理情绪的影响-患者对疼痛

治疗的态度和依从性- 社会家庭支持系统在疼痛控

制中的作用等)疼痛护理记录体现全面-动态-常规-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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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原则! 护理记录能体现对全院患者的每日筛

查"患者使用镇痛药及辅助用药#非药物护理措施实

施情况! 有统一的疼痛护理书写标准及疼痛护理病

历质量控制标准" 定期对住院癌痛患者的护理记录

规范性进行专项点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

措施得当有效"保证全院疼痛护理记录同质化!

!"#$

患者健康教育工作

疼痛教育应贯穿在疼痛治疗全过程" 根据患者

的文化程度#理解能力"选择合适的健康教育形式"

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疼痛教育计划" 并根据患者的

不同治疗阶段提供相应的疼痛教育! 患者教育的形

式可以多样化" 包括床边一对一# 发放健康教育资

料#播放疼痛宣教视频等!患者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

疼痛误区解读"疼痛评估"镇痛药使用注意事项"不

良反应如何预防及处理" 如何向医护人员描述疼痛

情况"如何办理麻醉专用病历"出院后如何进行居家

自我管理等! 疼痛患者出院时"做好健康指导! 家属

在疼痛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护士在提供疼痛健康

教育时"对象应包括患者家属!

!"#%

药品管理

病区内备用的精神# 麻醉药品有高危标识"药

名#规格#数量#有效期#批号标识清楚"针剂及片剂

严格$左进右出%管理!储存要求双人双锁"每班清点

登记"班班交接!病区统一备用
!

支及以上
"'()*+

支

规格的纳洛酮!

!"#&

疼痛随访

建立随访制度与流程" 对接受癌痛规范化治疗

的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并记录" 癌痛患者门诊就诊后

#

周内的电话随访率
!$,-

!住院患者出院后
#

周#

!

周#

#

个月&或出院后
#

周#

&

周'的电话随访率
!$,-

!

疼痛随访人员应相对固定"需经过专业培训"具备一

定的癌痛管理经验! 随访内容应全面并体现个体化

疼痛随访"应实行信息化管理"减少漏随访概率"减

轻临床医护人员工作量!随访中注意风险防范"对于

保护性医疗患者"避免提及$肿瘤%#$癌症%#$癌痛%

这类语言"防止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得知病情之后"引

发争端!随访终止条件(患者死亡)患者或家属拒绝)

患者前往其他医院或其他科室求诊或再次入院)

.&

次联系不上的癌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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