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

"'

.

+维持性血液透析是目前慢性肾衰竭患者延长生命最主

要的治疗方案+因绝大多数连续血液透析患者伴有营养不良

等现象+吴鹏等-

"

.报道#我国血液透析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

达
('%"W

"

5(%'W

#导致并发症及病死率上升%多数患者因病

程长,治疗周期长#多存在抑郁及焦虑等不良情绪#患者因教育

程度及周围环境不同#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也不相同%此外#少数

患者认为运动会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则缺乏运动常识#这些不

良情绪及错误认知会导致患者遵医行为下降#导致病情反复发

作甚至加重#故加强心理,饮食,运动,用药等综合干预极其重

要-

""

.

+此外#血管内瘘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做好内瘘血

管的干预护理#是确保良好透析的重要因素+

刘晓虹-

"#

.对
""#

例血液透析患者进行
"

个月的护理干

预#结果显示#患者在体育锻炼,合理饮食及药物治疗等方面的

遵医行为较干预前明显提高%林亚妹和潘巧虹-

"$

.通过对
5'

例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给予健康教育,饮食,心理,促进家庭及社

会支持等综合护理干预#结果表明#干预后患者
0+!$(

评分较

干预前明显改善+本文选择
(5

例连续性血液透析患者#采取

心理干预,饮食干预,内瘘护理干预,运动干预,用药干预等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同样选择遵医行为与生活质量作为效果评价

指标#结果发现#干预后患者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提高患者疾病知识知晓率#

提高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

. 吴鹏#来玉民#刘妮妮
%

综合护理干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Z

.

%

齐鲁护理杂志#

#'""

#

"?

$

"-

&!

$&!$-%

-

#

. 高云#周英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

希望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Z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

$

-

&!

&"!&&%

-

$

.

*F;;9T

#

47G<7/%0@@S9G

8

FG7

B

;9MFCD@GFCD@

B

CF<@M@G;

;E@DF

BL

O7D;E@<ED7G9<S9KG@

L

K9:@F:@@

B

9K@M9<

!

;E@<F:@

O7D7G!C9G@E@M7K9FO9C;DF;97G

-

Z

.

%/7G;D9H1@

B

ED7C

#

#'""

#

"?-

$

"

&!

"?'!"5-%

-

&

. 吴佳杰#熊贝妮#李贤华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

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Z

.

%

解放军护理杂志#

#'"&

#

$"

$

#

&!

(!"'%

-

-

. 刘卓华#宁志芳#蔡赛兰#等
%

护理干预对提高老年患者维

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Z

.

%

中国实用护理杂

志#

#'"#

#

#5

$

".

&!

"-!"(%

-

(

. 李建伟#黄亮#简磊#等
%

血液透析患者深静脉置管感染的

临床分析及干预对策-

Z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

-

?

.

cC@

8

@D*4

#

+F@::C@DT%/FG<9D<J9;C9O@;9M@H@F

U

JFC9;

L

9G!

K9<F;7D9G<7G;9GJ7J:D@GFCD@

B

CF<@M@G;;E@DF

BL

9G;E@

<D9;9<FCC

L

9CC

-

Z

.

%3G;Z>D;9OfD

8

FG:

#

#'"'

#

$$

$

$

&!

"$.!"&(%

-

5

. 李鲁#王红妹#沈毅
%0+!$(

健康调查量表中文版的研制及

其性能测试-

Z

.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

""$%

-

.

. 刘晓虹#刘黎明
%

护理干预对血液透析患者遵医行为和焦

虑状态的影响-

Z

.

%

新疆医学#

#'"$

#

&$

$

""

&!

.(!.5%

-

"'

.宋学香#周艳#李丽
%

综合护理干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遵医行为的影响-

Z

.

%

宁夏医学杂志#

#'"#

#

$&

$

.

&!

.&"!

.&#%

-

""

.

[FN9@:P

#

X7D

8

FG[

#

6@:C9@*%>D@

8

97GFC<9;DF;@FG;9<7!

F

8

JCF;97G

B

D7;7<7CO7D

B

D@!K9CJ;97GFC/YYP[O

!

;E@]X7K9!

O9@K>CFHFMF2D7;7<7C

-

Z

.

%>J:;/D9;/FD@

#

#''5

#

#"

$

$

&!

"-&!"(-%

-

"#

.刘晓虹
%

护理干预对血液透析病人遵医行为的影响-

Z

.

%

全科护理#

#'"$

#

""

$

$(

&!

$$.$!$$.&%

-

"$

.林亚妹#潘巧虹
%

综合护理对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改

善作用观察-

Z

.

%

现代预防医学#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对慢性咽炎患者的效果观察

崔丽娜"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人民医院血液净化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针对慢性咽炎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
!

选取唐山市滦县人民医院耳

鼻咽喉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收治的
#''

例慢性咽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
#''

例患者分为两组!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如采用消炎药对症治疗及服用广谱抗菌药物或抗病毒药

物$观察组患者采取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对患者的咽部黏膜分泌物进行病原菌活检及药敏试验!服用靶向性强的

抗病原菌药物!利用中医基础理论对患者进行辨证分析!并对症论治'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复发及治

疗满意度情况!综合评估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并将结果加以统计'结果
!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5%''W

!

复发率为
".%''W

!治疗满意度为
."%''W

!治疗总有效率为
.#%''W

!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W

!复发率

为
?5%''W

!治疗满意度为
&-%''W

!治疗总有效率为
?5%''W

'两组疗效评定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应用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能够降低慢性咽炎患者的复发率!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具有临床可行性'

"关键词#

!

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

!

慢性咽炎$

!

临床效果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慢性咽炎属于多发上呼吸道感染疾病#此病治疗时间相对

较长#患者比较容易反复发作#根治难度大-

"

.

+慢性咽炎主要

是因为患者的急性咽炎没有获得有效治疗#患者本身存在不良

饮食习惯及作息习惯#引起慢性咽炎+患者主要症状为咽部存

在异物感及痒感#患者会感觉到咽部存在不能被咳出的异物#

每天清晨特别严重#会使患者出现恶心及刺激性咳嗽等#患者

在实施治疗过程中容易反复发作#使治疗时间延长#患者依从

性随之降低#治愈难度非常大-

#

.

+在临床治疗护理上#传统治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FHX@K/C9G

!

XF

L

#'"-

!

Y7C%"#

!

17%'.



疗主要采取对症治疗#但治愈率低+当患者受到外来病原菌的

侵袭#在自身免疫力低下时#慢性咽炎就会复发+持续性慢性

咽炎会使感染及炎症病灶向周围组织器官蔓延发展#侵袭呼吸

道及消化道各器官#甚至由血液循环或淋巴循环转移炎症因

子,外毒素及内毒素#引发全身性感染炎症病症-

$

.

+对此#本研

究探讨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针对慢性咽炎患者可行性#以提高

慢性咽炎患者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唐山市滦县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收治的
#''

例慢性咽炎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将
#''

例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

观察组患者男
&5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a"(%$

&岁%病程

$

#%#a'%$

&年%慢性单纯性咽炎
#-

例#肥厚性咽炎
$&

例#萎缩

性咽炎
#"

例#其他类型
#'

例%病毒性咽炎
$.

例#细菌性咽炎

-#

例#其他病原菌性咽炎
.

例+对照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a"&%$

&岁%病程$

#%"a'%-

&年%慢性单纯性

咽炎
#?

例#肥厚性咽炎
$#

例#萎缩性咽炎
#$

例#其他类型
"5

例%病毒性咽炎
&'

例#细菌性咽炎
&.

例#其他病原菌性咽炎

""

例+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年龄,性别及基本情况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研究方法

$%/%$

!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如采用消炎药对症治

疗及服用广谱抗菌药物或抗病毒药物+

$%/%/

!

观察组患者采取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对患者咽部黏

膜分泌物进行病原菌活检及药敏试验#服用靶向性强的抗病原

菌药物及相应预防感染的广谱抗病原菌感染药物及免疫增强

剂#提高患者预防病原菌感染的免疫力#利用中医基础理论对

患者进行辨证分析#并对症论治+具体内容!$

"

&肺肾阴虚型慢

性咽炎应该补肺肾阴#降火利咽#服用药方为百合
"?

8

#生地黄

"-

8

#玄参
"-

8

#麦冬
"#

8

#川贝母
"#

8

#桔梗
"'

8

#甘草
(

8

#随

症加减#一日两剂#持续
?K

%$

#

&肝经郁热型慢性咽炎应该疏肝

降火#行气利咽#服用药方为丹皮
"-

8

#栀子
"#

8

#柴胡
"#

8

#薄

荷
"'

8

#生白芍
"-

8

#苏梗
"'

8

#甘草
(

8

#随症加减#一日两剂#

持续
?K

%$

$

&气血淤阻型慢性咽炎应该行气活血#化淤利咽#服

用药方为当归
"-

8

#红花
"'

8

#桃仁
"#

8

#熟地黄
"-

8

#陈皮
"#

8

#桔梗
"'

8

#大青叶
"#

8

#甘草
$

8

#随症加减#一日两剂#持续
?

K

%$

&

&痰湿上结型慢性咽炎应该燥湿化痰#散结利咽#服用药方

为制半夏
"#

8

#陈皮
"-

8

#茯苓
"#

8

#苏梗
"-

8

#贝母
"-

8

#甘草

(

8

#随症加减#一日两剂#持续
?K

+

$%/%'

!

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复发及治疗满意度

情况#综合评估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并将结果加以统计+

$%'

!

疗效判定标准
!

$

"

&疗效评定指标!并发症发生率,复发

率,治疗满意度,治疗总有效率+$

#

&治疗效果!明显表现为患

者咽部异物感及痒感消失#每天清晨恶心及咳嗽情况消失#实

施随访过程中没有发生反复发作的情况%有效表现为患者咽部

异物感及痒感消失#每天清晨恶心及咳嗽情况依然存在#实施

随访过程中出现轻微反复发作的情况%无效表现为患者咽部异

物感及痒感没有获得改善#每天清晨恶心及咳嗽情况没有改

变+治疗总有效率
Q

治疗明显率
=

治疗有效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200"5%'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以
=aK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疗效评定指标对比
!

见表
"

+观察组患者并发

症发生率为
"5%''W

#复发率为
".%''W

#治疗满意度为

."%''W

%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W

#复发率为

?5%''W

#治疗满意度为
&-%''W

+两组患者疗效评定指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疗效评定指标对比&

.

'

W

()

组别
.

并发症 复发率 治疗满意

对照组
"'' (.

$

(.%''

&

?5

$

?5%''

&

&-

$

&-%''

&

观察组
"'' "5

$

"5%''

&

".

$

".%''

&

."

$

."%''

&

/%/

!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

见表
#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

效率为
.#%''W

#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5%''W

#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

'

W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 #$

$

#$%''

&

&-

$

&-%''

&

$#

$

$#%''

&

?5

$

?5%''

&

观察组
"'' &"

$

&"%''

&

-"

$

&?%''

&

5

$

"#%''

&

.#

$

.#%''

&

'

!

讨
!!

论

!!

慢性咽炎会持续性地给患者咽部黏膜造成侵袭#使患者免

疫系统功能亢进#引发一系列并发症+本研究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应用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对慢性咽炎患者进行干预#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W

#而对照组为

?5%''W

+由此表明中西医综合护理对于慢性咽炎患者的护理

具有临床可行性+因为#中西医综合护理具有个体化性#护理

针对性更强%在西医对症治疗基础上#采用辨证性中药治疗#起

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

.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慢性咽炎复

发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极大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满意

度+由此表明中西医综合护理比常规西医护理更具有优越性+

西医认为#慢性咽炎是由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转化而成#患者主

要感染细菌或病毒#但慢性咽炎复发还与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

有关-

-

.

+因此#在护理过程中还需要联合提高患者的免疫力+

对此#中医辨证护理可以根据患者的个体化差异#辨证用药#给

予进补药物提高患者免疫力#同时服用抗细胞或抗病毒的中药

可以进一步缓解慢性咽炎的急症-

(

.

+

综上所述#应用中西医综合护理方法能够降低慢性咽炎患

者的复发率#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具有临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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