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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管时观察及护理
!

&

%

'在保证导管通畅的情况下
(G

+

无液体溢出#根据医嘱再夹管
(G+

#复查
g

光片)

>

超#观察

胸腔积液无增加#可予以拔管*&

(

'拔管后立即用
(Y

碘乙醇

液棉签消毒穿刺点及周围皮肤#再用透明敷贴或无菌敷料覆

盖*&

L

'拔管后
GH+

内禁淋浴#观察穿刺点处有无渗血)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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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医院门诊静脉输液健康宣教需求的探讨

徐惠芬"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邹区卜弋卫生院
!

(%L%G%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门诊患者静脉输液健康宣教的需求%方法
!

通过有效的问卷调查对各种健康教育的需求

进行统计%结果
!

%))Y

的患者认为有必要在静脉输液时进行健康教育!对健康宣教的需求多样化%结论
!

护理人

员有必要在输液过程中贯穿健康宣教的内容!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增加患者配合治疗的主动性%

!关键词"

!

健康宣教&

!

门诊患者&

!

静脉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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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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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开展的健康教育主要是针对住院患者疾病的护

理#而对门诊静脉输液患者的健康宣教并不是很重视*为此#

()%)

年
%

#

L

月作者就静脉输液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对卜弋

卫生院输液室
O)

例门诊输液患者的健康宣教需求进行了调

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临床资料
!

O)

例意识清晰)能回答问题)愿意合作的患

者*年龄
(M

#

O(

岁#男
GH

例#女
((

例*

DDE

!

方法
!

采用问卷调查法#内容包括一般资料#患者对宣教

内容的需求和担心的问题#由专人负责发放并回收问卷#发放

问卷
O)

份#回收
O)

份#回收率
%))Y

*

E

!

结
!!

果

EDD

!

患者对静脉输液健康教育必要性的认识
!

结果显示

%))Y

的患者认为对静脉输液的相关知识进行健康教育是十分

必要的*

EDE

!

患者对静脉输液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输液前的准备
%A

例#占
(%DGY

(药名及作用
M(

例#占
HHDMY

(输液速度
LO

例#

占
A(DFY

(液体滴完时的处理
M)

例#占
HADOY

(拔针后护理
((

例#占
L%DGY

*结果显示
HHDMY

的患者希望了解自己所用药

的名称和作用#

HADOY

的患者希望了解液体滴完时的处理

方式*

EDF

!

护理人员对静脉输液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情况*大多数

护理人员对静脉输液患者的健康教育只是操作前0大小便的准

备1#操作后0不要乱动1等简单)不完全准确的说教*

EDG

!

患者在静脉输液过程中担心的问题#空气栓塞
AO

例#占

H%DGY

(药物反应
LL

例#占
GOD%Y

(液体速度
L(

例#占
GADOY

*

结果显示输液时发生空气栓塞成为患者最担心的问题*

EDM

!

患者在静脉输液中的身心感受#疲劳
LG

例#占
GHDMY

(

烦躁
(O

例#占
LHDMY

(紧张
LF

例#占
AADHY

(无上述不适
%%

例#占
%ADOY

*结果显示患者在长时间静脉输液时存在疲劳)

紧张)烦躁等身心不适感*

F

!

讨
!!

论

FDD

!

绝大多数患者认为了解静脉输液的健康教育知识很有必

要*静脉输液这项治疗手段其过程与患者的病情息息相关#绝

大多数患者都希望在此过程中增加一些健康教育的内容#以使

他们获得一些基本的治疗护理常识#从而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

完成治疗*

FDE

!

患者对静脉输液的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多样*大多数患

者对静脉输液全过程所涉及的内容都想了解*在这个过程中#

患者最希望了解的事自己所用药物的名称及作用(其次希望了

解液体滴完时的处理方式#对输液速度也希望了解*可见患者

对静脉输液相关知识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FDF

!

护理人员对静脉输液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时存在的不足*

作者在临床中发现#由于护士的工作量大)输液繁忙时人手不

够以及对静脉输液健康教育的意义缺乏认识)重视度不够#使

得她们对静脉输液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时缺乏主动性*同时由

于护士在对静脉输液患者的巡视)观察)询问环节中缺少规范

的内容及程序#也使得健康教育的内容单一且不准确#患者不

易接受*如输液量大)品种较多时不告知具体药名#只是简单

说明作用(加之护理管理上缺乏有效地检查督促#最终使静脉

输液的健康教育流于形式*

FDG

!

液体滴完发生空气栓塞成为患者在静脉输液时最担心的

问题*当护士未及时更换液体时有的患者会焦急反复按铃#甚

至有的患者会认为按铃无济于事而再次派人去叫(还有些患者

输液瓶内仍有部分液体就提前按铃#甚至还有些患者液体输完

时不等护士到来而慌忙将输液针拔出*实际上在静脉输液时

-

AAM(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O

卷第
(L

期
!

97:824'3/.

!

I2*20:2,()%)

!

-̂3DO

!

T-D(L



&除加压输液外'液体滴完后当输液段内的压力与静脉压相等

时#空气会停止不动根本不会进入体内*然而#长期以来很多

的护士对静脉输液的解释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只简单要求患者

行为上的配合#而从未将输液的科学原理及各个环节的配合要

求向患者解释清楚*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在液体滴完前后

患者的担心*

FDM

!

患者在输液过程中存在身心不适感*患者有不同的身心

不适#一方面与长时间输液有关#另一方面是护士的健康教育

不到位#患者对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不知情#加重了他们的心

理负担#引起烦躁情绪#护士不准确的解释使患者对液体滴完

产生担心#无疑对烦躁)紧张感也起了一定的助长作用*同时#

长时间的固定体位及护士的交代#不能乱动#动了会跑针等#也

成为加重患者疲劳的主要原因*

FDO

!

静脉输液的健康教育工作势在必行并应成为制度化*由

于静脉输液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掌握静脉输液的相关知识尤

为重要*对它的执行应纳入护理常规#内容应贯穿于操作前)

中)后的解释之中#保证其健康教育不再是一种形式*

FDS

!

护士应不断补充新知识#在教育形式上应多样化#内容上

应系统化)专业化*护士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特别要加强对

新药知识的了解#在教育形式上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平)接受能

力等差异因人施教#在内容上应从输液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教

育#同时要注意随时评估#不断调整#保证它的准确性)规范性

和专业性*

FDV

!

科学讲解输液相关知识#消除患者不良心理反应*护士

要向患者讲解输液原理及滴完时的处理方法#特别是有时护士

因要同时处置很多患者而不能及时赶到时#应让患者按照护士

预先讲解的方法简单处理以此来消除患者的紧张)烦躁心理#

也增加了患者的主动性*适当播放轻音乐#温馨的环境使患者

心情放松#可在最佳状态下完成治疗+

%

,

*

FDW

!

正确指导输液时患者体位的变换#减轻身体不适感*护

士在巡视时应让患者了解完成输液大致的时间#还应告知输入

滴速#解释清楚滴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年龄)药物性质而调

节#使患者了解输入滴速不准确的危害性#确保输液安全+

(

,

*

指导患者如何活动课避免液体渗出#其活动度有多大#什么样

的体位不影响输液等均可有效地预防患者的疲劳感*

!!

综上所述#静脉输液这项基础护理操作由于应用的广泛

性#护士应重视它的健康教育#使这一治疗手段不仅仅停留在

机械操作的水平上#应使患者在其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降低

身心不适感#注重患者的精神)心理)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是实

施人性化护理的基础#这样才能符合当前人文化护理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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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损害患者的护理体会

罗
!

莉"重庆市黔江区中心医院泌尿肾病科
!

G)F)))

#

!!

!摘要"

!

目的
!

探索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损害患者的护理要点%方法
!

选取
())F

年
%)

#

%(

月黔江区中心医

院泌尿肾病科收治的
()

例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的患者!并对护理经验进行总结%结果
!

()

例患者通过治疗和

精心护理!

(

例就诊时间太迟抢救无效死亡!

%H

例治愈出院!取得良好的效果%结论
!

总结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损害

患者护理经验!认为护理重点为多器官的观察$监护和血液透析护理$加强基础护理$皮肤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

!关键词"

!

蜂蛰伤&

!

多器官功能损害&

!

护理

IJ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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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蜂是我国蜂类中毒性最强的一种野蜂#被蛰后可引起局

部皮肤反应#红肿明显#疼痛剧烈难忍#以及溶血)出血)中枢神

经损害等中毒症状#如果大量毒素进入血液)侵犯神经#治疗不

及时可危及生命(严重者还可导致休克)昏迷#甚至引起过敏性

休克死亡+

%

,

*本科
())F

年
%)

#

%(

日共收治了
()

例马蜂蛰伤

患者#现将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D

!

临床资料

DDD

!

一般资料
!

本组为男
%%

例#女
F

例#年龄
%L

#

OG

岁#入

院时间为蛰伤
%

#

%)4

#住院
L

#

L(4

*蛰伤均为头)面)颈)后

背及上下肢暴露部位*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心悸)恶心)呕吐)

乏力)头痛)神志不清#全身水肿)少尿甚至无尿*其中
%A

例出

现急性肾功能衰竭#

%)

例急性肝损坏#

H

例急性中毒性心肌炎#

H

例急性溶血性贫血#

(

例大便隐血#

(

例死亡*

DDE

!

实验室检查
!

本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肝肾功能损害)

心肌酶谱异常)电解质紊乱*高者达!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MO(

X

"

9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LGX

"

9

#乳酸脱氢酶
(%(G

X

"

9

#

$

$

羟丁酸脱氢酶
MFLX

"

9

#肌酸激酶
%GLAHX

"

9

(尿素氮

GADO00-3

"

9

#肌肝
%OF%

"

0-3

"

9

(

c

_

ADO00-3

"

9

#

T7

_

%()

00-3

"

9

#

'3

d

%))00-3

"

9

*尿常规均有异常#且有出现隐血

&

_

'

#

&

___

'*急性溶血者凝血象!凝血酶原时间不凝#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DL<

#凝血酶时间
()DL<

*

DDF

!

治疗方法
!

入院后立即吸氧)心电监护)静脉推注地塞米

松抗炎等抢救治疗#完善相关检查#予反复解毒)血液透析)保

护肾功能)碱化尿液)利尿)纠正电解质失衡)保肝降酶)营养心

肌等对症治疗*

E

!

讨
!!

论

EDD

!

皮肤护理
!

患者均有头)面)颈)后背及上下肢暴露部位

的蛰伤#局部反应常见红肿)疼痛)瘙痒等#应立即清除毒源)减

轻疼痛瘙痒*先逐个检查伤口挑出遗留毒刺毒囊#根据蜂种选

择溶液清洗*但不管是哪种蜂蛰伤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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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酊涂擦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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