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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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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舒适护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

以本院
7$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为试验组!给予舒适护理%以同期收治的
7$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对照组!给予常规基础及生活护理!比较
%

组护

理效果$结果
!

试验组在给予舒适护理后!心理异常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自理率&满意率及治疗依从率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8$!

#$结论
!

舒适护理可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改善不

良心理状态!提高满意度及治疗依次性!明显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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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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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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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b2+

%是一组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生活痛苦+如何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是临床一直面临的问

题#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舒适护理已广泛运用于临床+舒适

护理是一种整体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有效的护理模式#护

理人员通过帮助患者从生理,心理,社会上达到最愉快的状态#

从而缩短或降低其不愉快的程度)

"

*

+为减少
3b2+

所引起的

肺功能障碍和心理的影响#极大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对本院
7$

例
3b2+

患者实施一系列舒适护理#效果满意#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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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以本院
%$$#

年
"

!

"%

月呼吸内科收治的
7$

例
3b2+

患者为病例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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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

!

:7

年#平均$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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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同期收治的
7$

例
3b2+

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78&%\"&87#

%岁(病程

"%

!

:!

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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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组在男女比例,年龄及

病程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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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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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方法

$8/8$

!

病例组
!

给予常规基础及生活护理+

$8/8/

!

观察组
!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舒适护理#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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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舒适护理#根据患者病情#床头抬高至需要角度#背后

给予软垫(坐位时#患者两腿可自由伸展至舒适位(根据需要#

帮助变换舒适体位#并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每
%H

翻身拍背
"

次#操作要轻巧+$

%

%生理舒适护理+生理舒适是指护理环境

中的温度,湿度,光线,音响等给身体带来的舒适感觉)

%

*

+病室

内保持通风良好#空气新鲜#光线柔和#温度一般保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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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5$9

左右(室内保持干净#忌花粉,皮毛,烟雾等过敏

源(整理床单时防止尘埃飞扬#可湿式清理床单和地面(关闭不

使用的医疗机器#尽量降低各种噪声+$

:

%心理舒适护理#患者

由于病程长#多合并有焦虑,烦躁,抑郁症等不同的心理状

态)

:

*

#要热情向患者介绍病房环境,主管医生及护士,同室病

友#消除陌生感(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采取相应的疏导,

解释,或鼓励#使患者调整好心态#保持乐观心态+在每项治疗

前#耐心仔细的说明目的及疗效#使患者充分配合+$

7

%饮食舒

适护理#给予清淡,易消化及有营养的基础饮食#保持食品的多

样性#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的摄人量#少食多餐#选择低糖饮食#

避免产生较多的
3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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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吸氧舒适护理#根据患者的自觉

舒适感选择吸氧途径#保持鼻导管的通畅#防止折叠,扭曲,脱

落及堵塞+每天更换鼻导管#及时清洁鼻孔#保持鼻腔黏膜的

细润+应用呼吸机的患者调整合适的氧气湿化液及温度(吸氧

过程中加强患者巡视#根据病情调节氧流量#及时给湿化瓶加

水#保证氧气的充分湿化+吸氧装置保持清洁,定期消毒+$

5

%

排痰的舒适护理#指导患者正确的咳痰方法#在深吸气后主动

的咳嗽以排痰#对于咯痰无力者#可拍背和改变体位等方法协

助排痰(定时雾化吸人#以稀释痰液#选择合适的吸痰管#操作

轻柔#尽量减轻吸痰所带来的疼痛+$

&

%机械通气的舒适护理#

对患者说明机械通气的作用及必要性#指导配合呼吸机的呼吸

方法#及时观察机械通气过程中生命体征及血氧饱和度的变

化+对能配合的患者#可以解除物理约束#否则需要实施物理

约束#以免自行扯掉气管导管#用附有软垫的约束带固定双手#

定时解开约束#协助患者活动肢体#使患者处于舒适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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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使用
1211"78$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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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见表
"

#可见试验组在给予舒适护理

后#心理异常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自理率,治疗满意率及治

疗依从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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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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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护理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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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心理异常 可生活自理 治疗满意 治疗依从

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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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3b2+

的发展呈慢性过程#损伤患者的通气功能#使患者

的活动耐力逐渐下降#其正成为呼吸系统疾病中致死及致残的

第
"

原因)

&6'

*

+随着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对疾病的诊疗

也由过去单纯的提高生存,减少复发渐渐向生理,心理及社会

功能恢复等多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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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是一种整体有效的现

代护理模式#其目的是让患者身心处于最佳状态#能更好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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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疗#最大限度的恢复肺通气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中#作者对
3b2+

患者在常规基础及生活护理

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给予相关的舒适护理措施后#其心理异常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自理率,满意率及治疗依从率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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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舒适护

理明显改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不良心理状态#可见在护理过

程中#舒适护理可大大提高满意度及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认可#提高了治

疗效果#体现护理人员自身价值#培养良好的工作综合能力#全

面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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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乳酸脱氢酶对己糖激酶法测定血糖结果的影响

宋雷雷!焦留宏!丁友宏!赵亚萍!徐广峰"解放军第
#%

医院检病科!江苏淮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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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乳酸脱氢酶对己糖激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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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检测血糖的影响$方法
!

采用
(Y

法和葡萄

糖氨化酶法"

;b+

#法分别检测
""$

例血清乳酸脱氢酶"

/+(

#及不同浓度梯度
/+(

含量的
2)1

溶液和血清溶液中

血清葡萄糖"

;/a

#含量$结果
!

"

"

#

(Y

法检测
""$

例患者血清
;/a

的结果随
/+(

含量升高!

;/a

测定值逐渐

下降的趋势!

/+(

含量与
;/a

结果呈明显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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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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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Y

法

检测
;/a62)1

溶液中的
;/a

结果均显著低于实际浓度$

(Y

法检测溶液中
;/a

结果均呈现随
/+(

浓度升高!

所检测
;/a

结果与实际
;/a

含量相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结论
!

乳酸脱氢酶"

/+(

#可能对
(Y

法检测
;/a

结果产生显著的负干扰影响$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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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

!

己糖激酶法%

!

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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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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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测定作为与糖代谢有关疾病

的诊断,治疗,监测的一个有效指标#在临床应用十分普遍+

;/a

的测定方法较多#但目前实际工作中应用最广的是己糖

激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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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葡萄糖氧化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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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法检测血糖特异性强#精密度和准确度高#不易受

血清中内源性物质干扰#是目前国际上公认测定葡萄糖的参考

方法+然而实际工作中#本研究发现部分肝脏疾病,心肌疾病

患者在应用
(Y

法检测血糖时#出现血糖结果假性偏低#与临

床症状不相吻合#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这类患者均存在乳酸脱

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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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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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分别应用
(Y

法和
;b+

法对
/+(

增高患者血清
;/a

进行

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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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探讨
/+(

对
(Y

法检测葡萄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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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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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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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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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住院及门诊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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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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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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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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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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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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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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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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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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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葡萄糖试剂盒购自

南京汇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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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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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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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由本实验室配制#高压灭菌后室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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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另以正常患者

血清为溶剂#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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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清溶液#再分别在上述
;/a

含量血清溶液中加入以上浓度梯

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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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检测$

;b+

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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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奥林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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