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的
,

N

;,

就会显著升高%若是肾小管的病变#经肾小球滤过

的
,

N

;,

在肾小管不能被完全分解代谢#尿液中的
,

N

;,

就会

升高+

本文通过对
'5

例糖尿病患者不同临床分期的血清及尿液

,

N

;,

的检测结果分析#发现随着糖尿病肾损伤的病程发展#

血清及尿
,

N

;,

随着
"&>dC3JI

的增加明显的呈现逐渐增

高的趋势+实验结果显示#

VS"

组的血清及尿
,

N

;,

水平均

显著高于
VS!

组,

VX

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VS!

组显著高于
VX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

$

%#%$

&%

VX

组也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与糖尿病患者肾功

能的受损常同时累及肾小球和肾小管是相一致的#此前已有相

关研究表明血清中的
,

N

;,

能较传统的肾功能指标更为敏感

的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变化#尿液中的
,

N

;,

能敏感的反映肾

小管的受损状况)

'05

*

+本实验结果证实了
,

N

;,

能特异,敏感

地反映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功能#可作为糖尿病早期肾功能损伤

评价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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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质量循环管理程序在留置胃管实践中的应用

孙文琦!高
!

雯!侯黎莉#

!归承莹!甘佳惠!陈燕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普外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应用质量循环管理程序"

LV,3

$!提高胃肠减压患者胃肠减压的有效性!减少不良反应与

非计划性拔管率!提升患者满意率%方法
!

对
5&

例需要留置胃管的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4

例采取常规护理!观

察组
&4

例从置管前
!H

至拔管!置管期间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
LV,3

循环管理#观察两组患者一次性置管成功

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及胃管意外滑脱率%结果
!

对照组一次性置管成功
"$

例"

$(#"O

$!观察组一次性置管成功
('

例

"

'%#5O

$#对照组胃管意外滑脱
5

例"

!5#"O

$!观察组有
"

例"

&#(O

$%结论
!

运用
LV,3

循环管理法能有效地提升一

次性留置胃管成功率!降低胃管意外滑脱率的发生!增进患者的舒适度!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提高患者护理质量%

"关键词#

!

质量循环管理#

!

留置胃管#

!

一次性置管成功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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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4"05&$$

"

"%!"

$

!(0!)%'0%"

!!

留置胃管是指将胃管经一侧鼻腔插入胃内#为临床观察和

治疗的重要方法#是外科护士术前准备或治疗操作中的一项基

本技能)

!

*

+但在临床操作时经常会出现置管困难或连续置管

失败,非计划性胃管滑脱及患者不良主诉的发生#增加患者生

理上的痛苦及心理上对留置胃管的恐惧+质量循环管理程序

$

LV,3

&是一套广泛用于质量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循环体

系#可以有效地进行任何一项工作的符合逻辑的工作程序#用

于临床护理管理可以收到理想效果)

"

*

+本科室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有留置胃管患者
5&

例#比较采用
LV,3

循环管理

法与常规护理法#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留置管

患者
5&

例+其中使用传统护理方法的留置胃管的患者
&4

例

作为对照组#男
"'

例#女
!5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4

岁+采用
LV,3

循环管理法留置胃管病例
&4

例作为观察组#

男
(%

例#女
!4

例#年龄
"4

!

)'

岁#平均年龄
$(

岁+所有患者

均为清醒患者且不包括拒绝插管者%留置时间
(

!

4H

$平均

&#$H

&+其中#胰腺炎
!"

例#胆囊炎
(5

例#消化道穿孔
5

例#

肠梗阻
"(

例#消化道肿瘤
!!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病情程度,治疗环境,手术方法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O

%

%#%$

&+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常规护理+置管当天#护士向患者宣教

置管的必要性及注意事项+胃管留置后按常规导管护理流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5

卷第
!(

期
!

2/IX:H,J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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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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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



进行护理+

$#/#/

!

观察组
!

从置管前起至置管结束采用
LV,3

循环管

理+计划阶段$

L

&!置管前#护士对患者进行评估+内容包括

患者年龄,神志,有无胃管留置经验,有无管路滑脱史等+根据

患者评估分值及结果拟定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实施阶段

$

V

&!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重点让患者了解置管的重

要性#置管期间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置管的注意事项+对未

认知的问题反复教育+&进行胃管留置%检查阶段$

,

&!置管期

间对患者采用两级监控网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检查工作%每

日每班护士巡视观察置管情况#观察导管固定情况#胃管留置

长度#询问患者的自觉症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与下一班护

士进行床边交班%护士长进行第二级监控#对患者进行护理查

房#检查护士工作情况#评价健康教育的效果%总结处理阶段

$

3

&!总结留置胃管一次性插管成功率,患者不良主诉及非计

划性拔管率#分析原因#把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归纳

与总结#作为推动下一循环的动力和根据+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一次性置管成功及非计划性拔管情况
!

见表
!

与表
"

+

表
!

!

一次性胃管置管成功情况(

']&4

)

组别
一次性置管

成功例数

非一次性置管

成功例数&

成功率$

O

&

O

对照组
"$ "" $(#"

$

%#%$

观察组
(' 5 '%#5

表
"

!

非计划性拔管情况(

']&4

)

组别 计划性拔管例数
非计划性

拔管例数

非计划性

拔管率$

O

&

O

对照组
(' 5 !5#"

$

%#%$

观察组
&$ " &#(

/#/

!

两组患者置管期间不适反应情况及对导管护理满意情况

!

见表
(

与表
&

+

表
(

!

留置胃管期间患者不适反应*

'

(

O

)+

组别 恶心呕吐 咽部不适 咳嗽痰多 口腔不适

对照组
!4

$

()#"

&

"&

$

$!#!

&

!%

$

"!#(

&

'

$

!4#%

&

观察组
'

$

!4#%

&

!"

$

"$#$

&

&

$

'#$

&

!

$

"#!

&

O

$

%#%$

$

%#%$

%

%#%$

%

%#%$

表
&

!

患者对导管护理满意情况(

']&4

)

组别 不满意例数 满意例数 满意率$

O

&

O

对照组
!4 (% )(#'

$

%#%$

观察组
& &( 5!#$

$

%#%$

'

!

讨
!!

论

'#$

!

LV,3

循环管理模式适用于临床护理工作
!

LV,3

最早

是由休哈特提出来后续由戴明予以发展的#所以又称为.戴明

环/或.质量环/+其管理思路是!计划$

LJ/8

&

0

执行$

V6

&

0

检查

$

,>:Aa

&

0

行动$

3A<768

&不断循环,螺旋式上升#使质量持续改

进)

(

*

+在临床护理中通过灵活运用
LV,3

模式对护理问题进

行计划执行#然后总结检查所得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经验加

以肯定并适当标准化推行到临床护理工作中%失败的教训加以

总结#未解决的问题放到下一个
LV,3

循环里+模式的主旨

不是运行一次就结束#而是周而复始的进行#一个循环完了#解

决一些问题#未解决的问题进入下一个循环#呈阶梯式上升+

这也符合现代临床护理操作特点+目前许多临床护理问题不

是一次性就能圆满解决#执行到位的#在护理操作中可能还会

出现无法预估的意外情况+这就要求临床护理人员根据患者

病情,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优

化护理方法+

LV,3

循环方法是有效进行护理工作的合乎逻

辑的工作程序+通过研究中的表
&

可以看出#对照组在使用

LV,3

管理方法后患者对于导管护理的满意率大大高于观察

组#达到了
5!#$O

+

'#/

!

重视有效评估及健康指导
!

LV,3

循环管理模式中十分

注重行动前的计划阶段+而运用到临床导管护理中#就要求护

士对患者有很强的评估能力及预防意识+掌握非计划性拔管

风险评估的技巧+还要结合患者的麻醉方式#对患者进行正确

的危险因素评估+加强对患者,家属及陪护的知识宣教+置管

前#护士应根据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心理状态等情况#有针

对性地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心理疏导+讲解插胃管的意义,解

释插管时的配合技巧,私自拔管的危害性,留置胃管后的注意

事项及可能发生不适反应的应对方法#使他们了解留置胃管常

见并发症,正视胃管滑脱的危害性及自我维护的重要性#使患

者及家属自觉自愿地参与到置管的护理管理中)

&

*

+通过细致

耐心的讲解#绝大部分患者都能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工作+本次

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在接受有针对性地评估与健康指导后一

次性插管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另外#置管期间实验组患者

的不适反应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

'#'

!

提高护理人员的干预意识和责任感
!

LV,3

循环管理模

式对于护理人员的要求更高#不但要求护士有很强的危险评估

能力#还要求护士有很强的干预意识#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在

患者置管前期要客观真实的评估出患者的置管高危因素#认真

全面的向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置管期间及时严谨的检查,总结

自身工作#重视反馈和分析整个置管过程#客观地做好总结经

验#提高护理人员管理水平和护理质量的作用+

运用
LV,3

循环管理法能有效地提升一次性留置胃管成

功率#降低胃管意外滑脱率的发生#增进患者的舒适度#保证治

疗的顺利进行#提高患者护理质量+

LV,3

循环管理模式适用

于临床护理操作+护理人员通过此模式能有效的对护理工作

进行总结,分析#巩固成功的经验#把存在的不足#作为推动下

一循环的动力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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