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部分体检人群血脂异常现状及护理干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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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

素#开展血脂检测#并积极采取降脂措施是心脑血管疾病初级

预防的关键#通过健康促进等系统护理干预方案来预防和控制

血脂异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对
$''5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体检的健康人群血脂进行检测分析及护理

干预进行综述#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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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血脂异常患病率

本文以
$''5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岁以上体检健康

人群为调查对象#共筛选出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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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以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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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空腹静脉血测定

值为标准#诊断标准!血清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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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任何一项超过标准即诊断为血脂异常*从

不同年龄-性别血脂异常发生率分布状况见表
#

*由表
#

可

见#男性血脂普遍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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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

性
)6)!7

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高%

87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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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发生

率分别为
5%.&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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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
89

和
)6)!7

增高

明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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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性别血脂异常发生率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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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岁&

男性

人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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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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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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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人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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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89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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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的危害

血脂异常是中国人缺血性心血管发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也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目前我国人群中血

脂异常约有
$

亿患者#成为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快速

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和猝死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国家

卫生部在
$''-

发布.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各级相关

部门加大了对血脂异常防治宣传和指导#但指南与临床实践仍

存在较大的差距*医务人员对血脂异常防治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对患者的健康指导及督导工作力度不够#使患者对血脂异

常的治疗依从性较低#致使我国目前血脂异常的控制率很低#

因此#血脂异常的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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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的护理干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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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的作用
!

目前我国血脂异常呈上升趋势#患者

对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极低+

#

,

*为了配合临床

的防治工作#护理干预是在传统的单一的卫生宣教基础上#实

施有目的-有计划#包含护理评估-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生活方

式行为干预-饮食治疗干预-监督实施等系统的护理措施*其

目的是将人群策略和个体策略相结合#提高认知度#加强患者

的依从性%由于血脂异常与饮食和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无论

患者是否进行药物治疗护理干预是血脂异常患者治疗的基础

措施#同时在心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具有经济性-持续性-

协同性和可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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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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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评估!

)6)!7

水平的升高是冠

心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在护理干预时#应将降低
)6)!7

作

为首要目标#依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

$

,高脂血症患

者膳食评价表#对患者进行系统性膳食评价#特别是所进能升

高
)6)!7

的食物#以便有效的指导下一步的干预*$

$

&健康教

育是护理干预的重点!不良生活方式及健康知识缺乏是目前血

脂异常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采取讲座-咨询-发放健康

保健手册-家庭随访等多种形式实施健康教育#促使血脂异常

患者知-信-行的改变#随着干预的逐步深入#健康教育的不断

强化#加强了患者的主观意识#有效的控制血脂异常#最终达到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目的*$

$

&心理干预!做好患者的认知性

心理护理#由于血脂异常在寻常看不见#且大多数患者多无症

状#病情隐匿*其患者心理有
$

类#

#

类是消极类#对血脂异常

防治不积极不重视#只有引起心血管病的发作#才会关注%

#

类

是恐惧类#紧张抑郁*对于消极类要及时纠正错误观念#加强

患者的依从性%对于恐惧类#及时与患者的沟通#疏导患者的恐

惧与焦虑#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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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行为干预!饮

食控制方案参照
$''-

年
&

月我国制定并公布.中国成人血脂

异常防治指南/#控制原则!降低饱和脂肪酸$猪油-黄油-肥羊-

肥鸭-肥鹅&和胆固醇的摄入量#控制总热量#选择能降低
)6)!

7

的食物$如植物固醇和可溶性纤维素&#戒烟-限白酒和限盐#

保持体质量在正常范围内*饮食生活方式控制使患者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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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降低胆固醇和
89

作用直接#效果明显#可达到与降脂药

基本一致的效果+

,

,

*所以#饮食干预既是治疗血脂异常的基

础#也是心血管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的重要基础措施之一*

$

&

&运动干预!运动时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可以

提高脂蛋白酶的活性#降低
)6)!7

#改善血脂构成#纠正生理-

生化代谢失调#提高免疫力*同时通过持久的运动#消耗能量#

使膳食热量的摄入与消耗达到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血脂

异常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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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强化和监督!通过定期随访-及时了

解患者实施的情况和健康状况#对干预的患者定期进行指导及

监督#以确保干预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总之#当前对血脂异常的护理干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

还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

#

&护理干预标准的监测和时效关系%

$

$

&个体干预策略的量化和实施的掌握#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

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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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S*

&不同于普通的细菌和病毒#它是能独立

生活的最小微生物#肺炎支原体感染全年均可发病#以秋冬季

节多见#多见于婴幼儿及青少年*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

为肺炎的重要病因#故临床上应予以重视*它由急性期者的

口-鼻分泌物经空气飞沫传播+

#

,

#引起呼吸道感染#可表现为咽

炎-气管支气管炎-肺炎支原体肺炎*

S*

感染全年均可发病#

以秋冬季节多见#

S*

感染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疾病之

一*近年来
S*

感染的病例不断增多#症状轻重不一#有的患

者全无症状#查体时才发现#而且发病初期容易被误诊*其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小儿肺炎的重要病因#故临床上应予

以重视*本文对本院儿科就诊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用咽拭

子标本进行
S*

快速鉴定培养基检测和金标免疫斑点法

$

6(S

&#以探讨在临床诊断中的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儿科门诊和

病房就诊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儿#共
#",#

例#其中住院患

儿
"'/

例#门诊
/##

例#男
#''5

例#女
"$,

例*

$%/

!

检测方法
!

所有年龄
$

个月至
-

岁将发热-咳嗽的患儿

随机分为两组*一组采集咽拭子标本#用无菌咽拭子在被检测

患儿口腔捻转数次采集分泌物本#打开培养基瓶盖#把咽拭子

置于瓶内搅动数次后#去除咽拭子瓶外部分#盖上瓶塞#置于

,-h

恒温箱中培养
$/B

观察结果*培养基颜色由原来的红色

变成清亮的淡黄色判为阳性#红色和淡红色为阴性*用武汉菁

华时间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提供#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另

一组用金标免疫斑点法检测血清
S*(

2

S

抗体#试剂盒由潍坊

市康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阳性为质控线显示红色#反应

孔左侧有红色斑点出现*

6(S

是根据金标免疫渗滤原理#利

用
S*

抗原采用免疫渗滤技术#检测
S*

抗体-高血脂-高血红

蛋白-黄疸-溶血无影响#分泌物-粪便标本加生理盐水离心取

上清可以检测*但是敏感度略低#有漏诊的可能%阳性似然比

最高#而且操作简单快速#是确诊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最好

方法+

$

,

*

/

!

结
!!

果

/%$

!

不同方法在门诊病房的阳性结果
!

见表
#

*由表
#

可

见#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儿中#用咽拭子标本检查的

/##

例#其中阳性
#"/

例#阳性率
$"%,d

%用血清标本检查的

"'/

例#其中阳性
$'&

例#阳性率
,$%.d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门诊和病房检测结果见表
#

#不同年龄组患儿
S*

培养

结果*

表
#

!

不同方法在门诊和病房的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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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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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门诊$

+ /̂##

& 病房$

+ "̂'/

&

S*

快速培养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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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同年龄组患儿
S*

培养结果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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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不同年龄组患儿
S*

培养结果

年龄$岁&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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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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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临床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证实肺炎支原体是呼吸道及其

他器官感染的重要病因之一#发病率日益增加并有流趋势#临

床重症病例和肺外并发症常有发生#临床表现-

Z

线片征象均

缺乏特异性#且须与病毒性肝炎-军团菌肺炎相鉴别随着年龄

的增长#儿童
S*

感染率日趋增高#儿童学龄前和学龄的
S*

感染率达高峰*发达国家已将肺炎支原体的实验室诊断列为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常规检测项目*临床上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可明显缩短
S*

感染后的病程*目前临床上用于
S*

感染

诊断的方法主要有只能通过实验室检查分离病原体和血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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