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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法对喉癌患者心理干预的影响

瞿泽虹!曾继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T]O*

循环法对喉癌患者心理干预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例喉癌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运用
T]O*

循环法对喉癌患者心理干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通过焦虑自评量表

"

S*S

%对患者入院日'手术后'出院日进行评估&结果
!

T]O*

循环法对患者心理的干预!减轻了患者的焦虑!提高

生存质量&结论
!

T]O*

循环法对喉癌患者心理干预方法值得推广&

"关键词#

!

T]O*

循环法$

!

喉癌患者$

!

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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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癌是耳鼻喉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

质量和心理状况.

!,&

/

*

T]O*

.

3

467

$计划&)

:0

$实施&)

B=1BH

$检

查&)

6B<?07

$处理&/循环法是
"%

世纪
'%

年代初由美国著名质

量管理专家提出#已被人们作为管理基本方法.

$

/

*它的基本原

理#就是做任何一项工作#首先有个设想#根据设想提出计划%

然后按照计划规定去执行)检查和总结%最后通过循环#一步一

步地提高水平#把工作越做越好#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一般规

律*作者通过对
$%

例喉癌患者实施
T]O*

循环法#以探讨

T]O*

循环法对喉癌患者心理干预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近
'

年内本院
.%

例喉癌手术患者#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职业!公务员
!'

例#工人
"$

例#教师
"!

例#农民
"%

例*全喉切除术
&'

例#部分喉切除术

$'

例*

$#/

!

方法
!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

例*实验组运用

T]O*

循环法对喉癌患者心理干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

式*通过焦虑自评量表$

S*S

&对患者入院日)手术后)出院日

进行评估*将
"%

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

以
!#"'

以后取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分*

S*S

标准分的分界

值为
'%

分#其中
'%

%

'-

分为轻度焦虑#

(%

%

(-

分为中度焦

虑#

+%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

!

T]O*

循环法

$#'#$

!

计划
!

$

!

&评估!评估并分析患者入院)手术后及出院

的焦虑因素*入院时患者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对医务人员

的信任度不高#术前患者担心手术成功率及失去发音功能和吞

咽功能*术后患者由于呼吸模式及进食模式的改变#暂时或永

久失去了发音功能和吞咽功能#使其焦虑增加*出院时患者担

心家属护理不当*$

"

&制订计划!分为入院)住院及出院阶段的

健康宣教*入院阶段让患者消除陌生感#对病房和工作人员熟

悉*住院阶段对疾病及手术知识了解#减轻其焦虑#积极配合

治疗*出院阶段掌握自我护理的知识#并定期复查*

$#'#/

!

实施
!

$

!

&入院阶段!热情地接待患者及其家属#介绍

病房的环境)工作人员)病区管理制度)强调防跌倒等住院安

全#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减轻患者焦虑心理#增加患者的安全

感*$

"

&术前阶段!给患者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即手术的目

的)方法)治疗效果等及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由于行全喉切

除术后#患者将失去语言交流功能#可事先约定手势语)写字板

等*$

&

&术后阶段!

!

心理护理*喉切除术后#患者常表现出情

绪低落)烦躁易怒#甚至产生轻生念头.

'

/

*喉癌患者手术需做

气管切开术#患者的呼吸)进食模式的改变#让其无法适应#患

者气管切口分泌物的增加#夜间睡眠质量下降#焦虑增加*应

及时了解患者的需求#根据患者的年龄)文化等进行心理疏导#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可举办喉癌患者的活动#邀请正在康复

的及食管发音成功的喉癌患者让他们互相交流)互相勉励#在

最短时间里让患者由被动的护理模式转变为主动的护理模式*

"

气道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吸痰#痰液黏稠的患者采

用雾化吸入或气管内滴药#良好的气道湿化可降低痰液的黏稠

度#有利于痰液排出#减少痰痂的形成.

(

/

*

#

口腔护理*患者

术后口腔分泌物增多#自洁能力差#每日进行
"

%

&

次口腔护

理*因部分患者病情重且复杂#需应用多种药物#尤其是大量

抗生素很容易破坏口腔内各种微生物间的平衡状态#导致口腔

内的耐药菌大量繁殖#而适宜在
3

R+#%

%

+#'

环境中生长的

敏感菌群被抑制#所以需根据患者口腔
3

R

值选择口腔护理

液#减少口腔感染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

+,.

/

*

$

饮食护理*手

术患者由于组织损伤)失血等增加机体热量消耗较正常水平高

"%)

%

"')

#同时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无营养素摄入#机体出现

负氮平衡%而患者术后所需的大量营养物质供给不及时#营养

不良不仅影响手术成功和机体康复#同时容易出现伤口愈合不

良)感染等并发症.

-

/

*喉癌术后患者暂时不能经口进食#采用

鼻饲饮食#一般鼻饲时间为
+

%

!$:

#多采用混合流食#如牛奶)

米粉及汤等#不宜黏稠#避免过冷)过热#温度为
&.

%

$%`

#少

量多次#每次注入鼻饲量不超过
"%%9M

#间隔时间不少于
"=

#

鼻饲时尽可能让患者取半卧位或半坐位#并注意观察鼻饲后反

应#预防发生呕吐和消化不良*每次鼻饲前应确认是否在胃

内#鼻饲前后应注入少量温水#防止胃管堵塞.

!%

/

*术后
"

周左

右停止鼻饲饮食#拔管前要训练进食#拔管后指导患者采用流

食)半流食)普食的顺序#直至适应*

,

语音训练*对于全喉切

除术患者恢复发音的方法主要有食道发音)人工喉及电子喉发

音和手术植入发音管发音#其中食管发音不需要借助工具或特

别附加的手术即可进行说话恢复发音功能#比较容易掌握*

$

$

&出院阶段!帮助患者了解喉癌术后康复知识#掌握出院后家

庭自我监护和救护的要领#保持气管套管清洁)通畅)不脱管#

确保安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

/

%指导患者饮食)休息及定期

复查#减少患者的顾虑*

$#'#'

!

检查
!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检查在各个阶段是否达

到预期目标*

$#'#1

!

处理
!

根据检查结果#找出存在的问题#再根据问题制

订计划来解决问题#从而进入新的
T]O*

循环*

/

!

结
!!

果

各个阶段
S*S

平均分比较见表
!

*

表
!

!

各个阶段
S*S

平均分&

QL1

'

组别 入院阶段 住院阶段 出院阶段

实验组
&.#(+L'#(+ $$#'.L+#%& "!#+-L+#"(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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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通过
T]O*

循环法对患者心理的干预#明显减轻了患者

的焦虑#使患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程治疗当中#和谐了护患

及医患关系#减少了患者住院时间及经济负担#使其重新融入

社会#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

T]O*

循环法对喉癌患

者心理干预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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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沟通在提高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及家属满意度上的重要性

罗
!

燕"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

&'&%%%

%

!!

"摘要#

!

目的
!

加强重症监护病房"

Ôe

%患者出科后回访沟通!提高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方法
!

选取入住综

合
Ôe

患者
!"%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的护患沟通方法!出科时进行一次护

患满意度调查$干预组在常规的护患沟通的基础上!患者出科后!对患者及家属再进行
!

次回访的沟通交流!并对患

者及家属进行满意度调查&结果
!

干预组的护患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

在对
Ôe

出科患者进行再次的

回访沟通!能使患者及家属更好提出当时住
Ôe

时一些不满意又不方便说出的不满!针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沟通!

有效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提高对医院的整体印象及满意度!避免不必要的护患纠纷&

"关键词#

!

回访$

!

重症监护病房$

!

满意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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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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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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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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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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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患者住进重症监护病房$

Ôe

&时#无论对患者或家属来

说都是一个重大压力事件#整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

/

*

.%)

的

护患纠纷都是由于沟通不良或沟通障碍引起的.

"

/

#如何加强对

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对减少不必要的护

患纠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入住
Ôe

患者
!"%

例#

所有患者神志均清楚#表达能力正常#采取随机分组原则#将患

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

病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常规护患沟通方法*具体为!$

!

&明确护

患沟通时机*在患者入住
Ôe

一切安置妥当后%患者抢救初

步结束)医生与家属沟通完毕后%病情突然发生变化的#一边抢

救的同时由护理组长与家属进行沟通*$

"

&发放
Ôe

须知*

在首次与患者和家属沟通时#发放
Ôe

须知#须知的内容包

括#患者的一般信息)病房环境介绍)探视时间及注意事项)患

者的饮食及送餐时间)需为患者准备的物品)科室的联系电话#

主管的医生姓名)护士长的姓名等*$

&

&科室每日早上由护士

长或护理组长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一次#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解

释说明*$

$

&探视时间的护患沟通*探视时间由专门负责护理

该患者的护士全程陪同#积极)主动回答家属提出的问题*$

'

&

突发事件的护患沟通*遇有突发事件需与家属沟通#由当班护

理组长及时通知家属进行沟通#必要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告

知书%遇到有纠纷苗头的患者时#及时上报#并与医生一起和患

者及家属进行沟通*

$#/#/

!

干预组
!

在以上沟通后#患者从
Ôe

转往相关科室
!

周内再进行
!

次回访沟通#针对患者及家属提出的问题进行解

释说明*

$#'

!

效果评价
!

对照组在患者出科时由指定护士发放满意度

调查表%干预组由指定护士对其进行回访沟通后再发放满意度

调查表#调查结果收回后进行整理)分析*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TSS!!#'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患者及其家属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
!

*对照组与干预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U(

#

!

#

%#%'

&#提示实行干预组

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
!

!

患者及家属对护患沟通的满意度&

'

'

组别
'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 &' !% !'

干预组
(% $& !" '

'

!

讨
!!

论

'#$

!

提高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树立良好的护士形象*

Ôe

收治的患者大多为紧急发病且病情危重)复杂)多变#患者及家

属心理压力大#容易情绪激动)紧张#对医院的环境)制度不熟

悉以及不允许家属陪伴及严格的探视制度#往往会对治疗或护

理措施产生一定的疑问*而
Ôe

的护理工作十分繁忙)繁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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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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