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现桡动脉闭塞#亦不会导致严重的缺血并发症)

/

*

%患者术后

能够即刻下床活动#不需绝对卧床休息#提高了患者的舒适程

度%通过密切观察及护理#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减少了并发

症#缩短了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从而有利于冠状动脉造影术

及血管成形术的进一步推广+随着介入技术的提高#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经桡动脉途径
!"S

的适应证将不断拓展#

!"S

会得

到更广泛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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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护理

周开明"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内科
!

-,((/1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脑出血患者并发症的原因并探讨其对策&方法
!

对
/2

例脑出血患者并发症进行综合分

析&结果
!

使临床护士对脑出血常见并发症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提出相应的护理措施&结论
!

正确的护理可有

效地减少脑出血患者的病死率!减轻致残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

脑出血(并发症$

!

脑出血(护理$

!

肺炎(护理$

!

泌尿系感染(护理$

!

便秘(护理$

!

褥疮(护理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G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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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

!!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的动脉,毛细血管或静脉破

裂而引起的出血#高血压是脑出血最常见的病因#寒冷季节发

病率高+常在体力活动或情绪激动时发病#且发病急骤,病情

危重#大多在数小时内发展至高峰+患者常出现剧烈头痛,呕

吐,烦躁不安#继而出现昏迷不醒,深大呼吸,半身不遂,小便失

禁,抽搐等症状#大部分人致残或留下较为严重的后遗症+随

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

势#是人类死亡及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对脑出血患者进行及

时,有效的系统护理#是减少并发症和病死率的关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自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内科收治

脑出血患者
/2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2,

岁+患者入院时神志清楚
+,

例#意识障碍
.2

例%一侧肢

体偏瘫
+/

例#失语
('

例+

$)/

!

方法

$)/)$

!

肺部感染的预防及护理
!

$

'

&病房应经常开窗通气#保

持空气新鲜%$

(

&注意保暖#预防感冒%$

.

&协助患者翻身叩背#

鼓励将痰液自行咳出%$

-

&指导患者深呼吸和有效咳嗽#练习吹

气球#做扩胸运动%$

+

&昏迷患者#取平卧位头偏向一侧#保持呼

吸道通畅%$

2

&痰多黏稠不易咳出时#行雾化吸入#必要时吸痰#

吸痰时动作轻柔#要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

*

&口腔护理每日

(

次%$

/

&气管切开患者套管口盖双层湿纱布并持续湿化气道#

切口皮肤每日消毒更换敷料%$

1

&鼻饲时应抬高床头
.,d

#鼻饲

完后维持体位
.,B@:

#鼻饲后
.,B@:

内禁止吸痰#防止胃内容

物反流误吸气管内引起吸入性肺炎+

$)/)/

!

泌尿系统感染的预防及护理
!

尿失禁,尿潴留的患者#

应在严格无菌操作下留置气囊导尿管#保持尿管通畅#定期更

换尿袋及尿管#尿袋不能高于耻骨联合%每日清洁会阴,肛门#

消毒尿道口
'

!

(

次#大便后及时清洁%鼓励患者多饮水%定期

做尿液细菌培养#必要时根据细菌敏感试验选择有效抗生素+

$)/)'

!

便秘的预防及护理
!

$

'

&合理调配膳食#多吃含纤维素

多的蔬菜,水果#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

&每天饮水
'+,,

!

(,,,BV

#早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开水#可刺激排便%$

.

&在病

情许可的情况下适当运动#如平卧抬腿,抬高臀部,提肛等#环

形按摩腹部%$

-

&晨起服温蜂蜜水或
(,BV

芝麻油#每日用蕃

泻叶泡开水,口服麻仁润肠丸或果导片#以改变患者出现便秘

后再治疗的被动局面)

'

*

%$

+

&排便时提供隐蔽条件#如屏风遮

挡#病情许可时床边使用坐便器%$

2

&必要时用开塞露或行清洁

灌肠+

$)/)1

!

褥疮的预防及护理
!

$

'

&一般护理措施!长期卧床的患

者每
'

!

(

小时翻身拍背一次#平卧,侧卧交替进行#左,右侧卧

呈
-+d

!

1,d

)

(

*

#建立床头翻身记录卡%在褥疮的好发部位加用

软垫,气圈或使用气垫床%保持床铺平整无渣屑#被褥湿了要随

时更换%避免拖,拉,推的动作#以防擦破皮肤#保持皮肤的清洁

干燥#同时加强营养#多食高蛋白,高热量和富含维生素的饮

食#增强抵抗力)

.

*

+$

(

&对于已发生的褥疮#采取以下护理措

施!

(!%

d

褥疮用聚维酮碘消毒皮肤后#涂百多邦$莫匹罗星

软膏&和湿润烧伤膏%

)

d

褥疮用双氧水$过氧化氢&和生理盐

水清洁后#撒敷云南白药粉,清蛋白湿敷创面等%

&

d

褥疮行外

科清创后用胰岛素加庆大霉素湿敷#同时配合高压氧治疗#必

要时行激光汽化切割溃疡面,用局部皮瓣和带血管肌蒂皮瓣转

移植入等治疗#加服大剂量维生素
"

促进溃疡愈合+

$)/)2

!

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及护理
!

由于长期卧床#肢体瘫痪#

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每日给患者行
(

!

.

次四肢向心性按摩

及肢体的被动运动#每次
',

!

'+B@:

#促进静脉血回流#防止深

静脉血栓形成+一旦发现不明原因的发热,下肢肿痛#立即报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V8;P7A"6@:

!

J7

?

=7B;79(,''

!

Y56)/

!

%5)'*



告医生#并采取以下护理措施!$

'

&抬高患肢
(,d

!

.,d

#膝关节

屈曲
'+d

)

-

*

%$

(

&注意保暖#促进静脉血液回流%$

.

&禁忌热敷和

按摩#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大便#防止血栓脱落致肺栓塞%

$

-

&严密观察患肢皮肤温度变化及足背动脉搏动情况%$

+

&深静

脉血栓症状消失后#再进行患肢被动活动和按摩)

+

*

#每小时
'

!

(

次#每次
',

!

(,B@:

+

/

!

结
!!

果

通过治疗和精心护理#痊愈
(,

例#好转
+*

例#死亡
1

例+

'

!

讨
!!

论

脑出血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神经系统常见病#发病急,病

程进展快,并发症多#病死率和致残率极高+通过对
/2

例脑出

血患者进行观察总结#发现常有肺部感染,尿路感染,便秘,褥

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在护理过程中严密观察病情#预见性

地发现并及时处理并发症对疾病的恢复尤为重要+脑出血患

者长期卧床#咳嗽及吞咽反射减弱或消失#咳嗽,排痰能力差#

呼吸道分泌物不易及时排出#容易发生肺部感染#很多脑出血

患者都死于肺部感染)

2

*

+再因患者长期卧床和留置导尿易致

尿路感染+导尿操作时无菌观念不强#导尿管与集尿袋的接口

处因膀胱冲洗,更换尿袋等操作容易造成污染#尿袋内尿液因

位置过高#导致尿液反流等#也是造成感染的原因之一)

*

*

+且

患者长期卧床#活动减少#肠蠕动减慢#易引起腹胀便秘#同时

伴有食欲降低#饮食结构改变等#还有疾病本身,心理,药物因

素等极易出现便秘)

/

*

+护士的系统护理,患者及家属的密切配

合都直接影响疾病的愈后#疾病的愈后又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护士通过严密的病情观察#对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做到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及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最

终达到使患者生活完全自理或部分自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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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急诊护士职业伤害及防护措施

刘
!

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室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减少儿科急诊护士职业伤害发生的方法&方法
!

通过总结医院急诊工作中多种职业伤害

的危险因素!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防护措施&结果
!

实施防护措施后在临床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结论
!

通

过培训学习'心理疏导'改善各项硬件设施等!使急诊护士加强了职业防护知识!减轻了职业伤害的发生并有效地缓

解了护士的压力&

"关键词#

!

职业暴露(预防控制$

!

护士$

!

医院!儿科$

!

急救医疗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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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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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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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护理工作以急,忙,跨学科性,感染性及暴力事件多为

特点#儿科急诊更是一个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

'

*

+儿科急诊

护士职业疲惫感强#感染性疾病和职业病也比较多见)

(

*

+因

此#了解儿科急诊护士可能存在的职业伤害#从各方面做好防

护措施#是一项重要且急迫的工作+

$

!

儿科急诊护士职业伤害的危害因素

$)$

!

生物性因素
!

儿科急诊护士处在抢救患者的第一线#是

接触各种细菌,病毒的高危人群+有时为了在第一时间抢救患

儿的生命#常常来不及做好充分的防护就接触到患儿的分泌

物,体液,血液,排泄物等+许多传染性疾病在抢救时还不能确

诊#而来院就诊的患儿往往各项相关检查还未完善#所以增加

了儿科急诊护士感染传染病的可能+

$)/

!

物理性因素

$)/)$

!

锐器伤
!

综合医院的门急诊留查量大#加上患儿普遍

不太配合#在进行输液或者拔针时候增加了护士被针刺伤的可

能+据报道#急诊护士一年中被针刺伤的概率为
1,).0

#而至

少有
(,

种病原体能通过针刺伤传播+配药量大#速度要求高#

也增加了护士被玻璃针剂刺伤的可能+

$)/)/

!

噪音伤害
!

儿科急诊工作环境复杂#除了有需要抢救

的急危重症患儿外#还有大量的留查输液患儿#而每个患儿通

常有多名家长陪护#所以每日的人流量很大+护士的工作环境

中充满了患儿的哭声,家长的呼救和吵闹声,各种仪器的报警

声以及抢救和电话铃声等噪音+而噪音会刺激人体交感神经

引起应激反应#表现为心率增快,血压升高#情绪易烦躁,焦虑#

导致急诊科护士容易感觉紧张疲劳+

$)/)'

!

负重伤
!

儿科急诊工作量大#负责输液的护士#有时埋

头不停地输液几个小时才能起来一会儿#极易发生颈椎,腰椎

疾病+而负责巡回的护士#因为要不停观察小儿病情变化及输

液情况#长期处于站立,行走的状态#增加了发生下肢静脉曲张

的可能+

$)'

!

化学性因素

$)')$

!

药物的影响
!

本科室平均每日留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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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相

当于当班护士每人要配几百个患者的药品#在配药过程中难免

被动吸入各种药物微粒+据报道某些危害性药物如激素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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