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肤出现反应时#影响容貌#特别是女性患者#担心引起亲朋好

友和社会上的歧视#造成患者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如焦虑,抑

郁,情绪低落等#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医护人员应及时观

察患者的情绪改变#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解释皮肤反应的原

因#并启发患者看到病情好转的一面#或介绍成功案例给患者#

使其增强信心#鼓起勇气#面对现实+让患者懂得只有良好的

心态#才能得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要求其家人密切配合#

使患者得到亲人的理解,关心和照顾#这样可减轻疾病给患者

带来的痛苦+

$-)-/

!

放射野皮肤的保护
!

$

"

%保持照射野皮肤清洁干燥+

$

.

%穿棉质,柔软,无领,宽大及吸水性强的上衣#以避免衣服摩

擦皮肤+所用毛巾要柔软#勿用力擦洗照射部位#洗完后只需

轻轻把水吸干+$

,

%还没出现湿性皮炎前#只需用温清水清洗

放射野皮肤#勿用肥皂,沐浴露,洗发水等#禁用一切化妆品#因

化妆品含有重金属#可产生二次射线#加重皮肤损伤+$

!

%若照

射野皮肤出现红斑,刺痒,脱屑等#禁止撕剥#禁贴胶布#以免损

伤皮肤引起感染+$

2

%定期修剪指甲#以防抓伤+$

3

%避免冷热

敷或使用刺激性药物#如乙醇,碘伏等#照射野皮肤禁作注射

点+$

$

%照射野皮肤避免阳光暴晒#防风#外出时可用柔软,质

量好的丝绸巾宽松地包裹以起保护作用+$

Q

%保持照射野皮肤

标记清晰#标记画线不清楚时#应由医生及时补描标记+$

8

%照

射野皮肤有痒感时#可用手轻轻击拍#或涂冰片滑石粉,外贴植

物芦荟切片+$

"#

%放疗前交待好患者应把头发剪短#特别是长

头发的女性患者#以免头发多影响戴头罩#从而影响放疗位置

的准确性#脱落的头发也容易引起皮肤感染+$

""

%在放疗期间

维持患者必要的胃肠内营养#不仅有利于组织的修复和保证全

程治疗的顺利完成#而且还可以改善营养和精神状况#可明显

提高患者的机体抵抗力和生存质量+

$-)-'

!

放疗皮肤反应的护理
!

$

"

%红斑!一般不做治疗#可自

然消退#应注意皮肤保护+$

.

%干性皮炎!可不用药#完全恢复

后不留痕迹+严密观察或用冰片滑石粉#外贴芦荟切片#以起

止痒,收敛作用#也可用放射性皮肤保护剂外涂+$

,

%湿性皮

炎!采用暴露疗法#避免合并感染#保持干燥+可用生理盐水清

洗后涂放射性皮肤保护剂,喷洒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外用溶液

和维斯克$复方维生素
&

".

溶液%#面积稍大的可用生理盐水清

洗后#涂上清得佳凝胶#再贴美皮康吸收性软聚硅酮泡沫敷料#

视皮炎情况每日护理
"

#

.

次+清洗加用药#可有效地防止或

减少组织细胞损伤#并促进损伤组织的愈合#从而避免放射治

疗后皮肤纤维化和硬化的发生#提高了皮肤的耐受性+$

!

%深

度皮肤烧伤!极少出现#应禁止再接触射线#面积大时#需植皮

修补+

/

!

结
!!

果

通过对
32

例鼻咽癌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的护

理干预#经过对症支持治疗,积极护理及心理干预#放疗皮肤反

应均得到缓解#减轻了患者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提高了肿瘤

的治疗效果+

'

!

讨
!!

论

循证护理是
.#

世纪
8#

年代护理领域中兴起的新观点,新

思维#它是整体护理的延伸和完善+循证护理指导护理过程#

其要求不仅仅是在原护理理论指导下的常规护理#而且还要在

循证护理的指导下进行护理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8

*

+护士在寻

找科研证据#查阅大量专业相关资料过程中也促进了专业知识

的更新+循证护理的开展#提高了护理质量#促进了护理事业

的发展+针对鼻咽癌患者的放疗皮肤反应#笔者采用循证问

题,循证支持,循证观察和循证应用的
!

个连续过程#以人为

本#对护理对象的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护理#达到了良好的护理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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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随访管理对

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温绍霞"

!周
!

军.

"

"-

湖北省十堰市西苑医院检验科
!

!!.###

%

.-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病案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随访管理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水平$方法
!

2##

例
.

型糖尿病

患者分成两组!一组进行随访管理!另一组未进行随访管理!分析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结果
!

空腹血糖'

餐后
.>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随访管理组与未行随访管理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随访管理对糖尿病患

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

型糖尿病%

!

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

!

随访管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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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2"#+#.

!!

.

型糖尿病是胰岛素作用缺陷引起的一组以高血糖为特

征的代谢性疾病#主要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

据世界卫生组织$

i%e

%估计#全球目前有超过
"-2

亿糖尿病

患者#到
.#.2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
"

倍)

"

*

+糖尿病已成为发达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8

卷第
".

期
!

15JK?6OAB/

!

R</?.#".

!

':A-8

!

S:-".



国家中继心血管病和肿瘤之后的第
,

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

胁人类健康+但在糖尿病患者中#治疗率仅为
Q"-3X

(在治疗

者中#控制率仅为
,2-3X

)

.

*

+本研究采用随访管理糖尿病患

者模式#评价该模式对
.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的

控制水平的影响#评价该模式的可行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门诊就诊

或住院的
.

型糖尿病患者
2##

例#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

龄
,2

#

$#

岁#均符合
"888

年世界卫生组织$

i%e

%糖尿病诊

断标准+根据其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及有无并发症平均分成两组#每组
.2#

例#一组行随访管理#另

一组未行随访管理+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空腹静脉采取
.01

血液于枸橼酸抗凝管中摇匀#取
"#

!

1

抗凝全血加入
"01

的

糖化血红蛋白溶血剂中待溶血后上机检测+血糖检测!空腹静

脉采取
.01

血液于真空促凝管中#离心出血清后上机检测+

$-/-/

!

仪器与方法
!

糖化血红蛋白与血糖测定均用东芝

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

操作+

$-'

!

管理措施

$-'-$

!

建立健康档案
!

2##

例
.

型糖尿病患者现有的临床资

料#其内容包括患者的以往病历,用药情况,糖尿病的并发症情

况等#并将这些信息存入电脑+

$-'-/

!

健康指导
!

对
.2#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访管理#

让其了解糖尿病的基础知识和治疗控制要求#以改善患者不良

生活方式#提高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率+

$-'-'

!

具体随访内容
!

$

"

%记录患者目前的生活方式#并为其

制定个性化的饮食和运动方案#并监督实施+$

.

%指导患者每

周固定
"

天自我监测和记录空腹及餐后
.>

血糖+$

,

%给予个

性化健康处方#内容为医学营养治疗,运动疗法和药物治疗+

医学营养治疗是糖尿病重要的基础治疗措施之一#可以减轻体

质量#改善糖,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以及减少降糖药剂量+运

动疗法根据年龄,性别,体力,病情,有无并发症等不同条件#循

序渐进和长期坚持+药物治疗采用非胰岛素促分泌剂类药物

和$或%胰岛素促分泌剂类降糖药#如血糖控制不理想可在运用

口服药时联合使用胰岛素或用胰岛素+

$-1

!

管理模式
!

每月
"

次上门面对面发放健康教育处方#同

时进行随访记录+举办糖尿病俱乐部#通过患者之间及医患之

间的互相交流#以改变患者不良生活习惯及督促患者服药+定

期举办糖尿病知识专题讲座#让患者了解糖尿病目前诊断标

准#常见临床症状及并发症#糖尿病的治疗和如何识别及处理

低血糖反应+

$-2

!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用
E]>

表示#血糖和糖化血红蛋

白控制率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结
!!

果

采集糖尿病患者随访管理与未行随访管理连续
,

天的空

腹血糖,三餐后
.>

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值#取其平均值进行

统计分析+

/-$

!

随访管理与未行随访管理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

未

行随访管理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高于随访管理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见表
"

+

表
"

!

随访管理与未行随访管理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结果比较%

E]>

'

组别
)

空腹血糖

$

00:A

"

1

%

餐后
.>

血糖

$

00:A

"

1

%

糖化血红蛋白

$

X

%

未行随访管理组
.2# 8-,"].-.Q "#-3,].-.Q 8-!]"-8.

随访管理组
.2# 3-3,]#-.2 8-.Q]#-,2 2-8]#-.2

/-/

!

随访管理与未行随访管理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率

!

.2#

例未行随访管理者#空腹血糖控制率
.,-.X

#餐后血糖

控制率
!3-"X

#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率
"Q-8X

+

.2#

例随访管

理者空腹血糖控制率
3!-,X

#餐后
.>

血糖控制率
$8-"X

#糖

化血红蛋白控制率
2Q-QX

#

,

项指标均明显下降#表明随访管

理组与未行随访管理组
,

项指标控制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5

$

#-#"

%+见表
.

+

表
.

!

随访管理与未行随访管理组血糖和糖化

!!

血红蛋白控制率)

)

%

X

'*

组别 空腹血糖 餐后
.>

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未行随访管理组
".#

$

.,-.

%

"!"

$

!3-"

%

"!#

$

"Q8-#

%

随访管理组
"2#

$

3!-,

%

"3#

$

$8-"

%

.28

$

2Q-Q

%

"

.

,.-.. 8-,, ,#-#,

5

$

#-#"

$

#-#"

$

#-#"

'

!

讨
!!

论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其患病率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迅速增加+在中国#糖尿病

的发病率已达
.X

#

,X

#患者总数达到全球糖尿病患者的五

分之一)

,

*

+糖尿病若控制不好#进一步发展可引起全身多系统

损害#导致眼,肾,神经,心脏,血管等组织的慢性进行性病变#

引起功能缺陷及衰竭+因此#采取积极措施控制血糖,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对糖尿病患者意义重大+理想的血糖控制要综合

考虑糖化血红蛋白和血糖的稳定性这两个方面因素)

!

*

+在
.

型糖尿病患者中#即使总体血糖控制较理想#也需要采取有效

措施降低血糖波动)

2

*

#以降低糖尿病并发症风险#提高糖尿病

患者生活质量+因此#随访管理
.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糖化血

红蛋白的水平既可指导患者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测血糖#又可以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糖尿病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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