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常治疗和恢复*

*.!%

+

)护理人员应耐心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从

多角度理解其心理状态#采用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态度对患

者进行护理#强化患者心理的疏导#消除其负性情绪#促进患者

心理平衡)同时分析失眠原因#做好说明解释工作#指导家庭

成员主动参与改善睡眠的护理工作#帮助其妥善处理各种引起

不良心理刺激的事件#争取患者家庭.朋友等支持)应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教育#如教患者一些自我

放松或自我催眠的技巧)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时#讲解正确的

使用方式#纠正错误或者不规范的行为#能使患者的睡眠得到

改善)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其疗效的根本在于患者的积极

性#护理人员要详细介绍作用#用亲切.真挚的态度#设身处地

为患者着想#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的氛围)

临床对癌症患者睡眠的护理模式#现大多采用的是传统护

理方式#如要求患者每日保持充足的锻炼#睡前给患者进行按

摩#保持患者睡眠过程中适宜的温度与湿度等#但临床调查结

果显示#对患者实施传统护理模式#患者的睡眠情况并未见明

显改善*

!!

+

)本研究采用患者心理护理干预方式#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及行为认知干预#本组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睡眠

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体护理满意度也比对照组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

综上所述#对癌症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睡

眠质量#且患者对护理的总体满意度也较高#这对癌症患者治

疗和恢复都具有临床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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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的检测及临床

意义"

李志芳!段成城!董丽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内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检测扩张型心肌病"

MZS

%患者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并研究其临床意义&方法
!

选择

MZS

患者"

MZS

组%和健康人"

ZX[

组%为研究对象!检测并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白细胞计数"

R]Z

%'淋巴细胞计数

"

V̀ S

%'

ZM+

d

'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的差异!分析不同心功能分级中
V̀ S

'

ZM+

d

'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

的差异&结果
!

MZS

组和
ZX[

组研究对象在
R]Z

和
ZM+

d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

MZS

组患者

外周血
V̀ S

'

ZM'

d和
ZM'

d

(

ZM)

d均明显高于
ZX[

组"

H

$

%#%(

%!

ZM)

d明显低于
ZX[

组"

H

$

%#%(

%&

MZS

组

心功能分级
'

d

+

级患者
V̀ S

'

ZM'

d和
ZM'

d

(

ZM)

d明显高于心功能分级
$

d

&

级患者"

H

$

%#%(

%!

ZM)

d明显低

于
$

d

&

级患者"

H

$

%#%(

%!心功能分级越高
V̀ S

'

ZM'

d和
ZM'

d

(

ZM)

d也越高!而
ZM)

d越低&结论
!

MZS

发

病机制与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密切相关!其水平可反映病情严重程度&

"关键词#

!

扩张型心肌病$

!

淋巴细胞$

!

ZM'

d

$

!

ZM)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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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

MZS

&并发症发生率高#目前对其发病机

制尚未完全明确#自身免疫损伤是最主要发病机制*

!

+

)各种诱

因导致心肌细胞抗原暴露#激活
/

淋巴细胞并诱发细胞免疫

和体液免疫#产生自身免疫损伤#推测可能
ZM'

d和
ZM)

d

/

淋

巴细胞在
MZS

中存在重要临床价值 *

".+

+

)本研究检测
MZS

患者外周血
ZM'

d 和
ZM)

d

/

淋巴细胞#与健康人对比#研究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在
MZS

的发病机制及病情评估中

的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科室诊

治的
(%

例扩张型心肌病
MSZ

患者为研究对象$

MZS

组&)

入选标准!$

!

&经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同位素检测和心内膜心

肌活检确诊#符合
RHX

对
MZS

的诊断标准%$

"

&排除其他原

因导致的心脏扩大和心功能不全#排除肿瘤.内分泌疾病及合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科学技术局社会公益项目资助$

"%!'!)&

&)



并自身免疫性疾病%$

+

&近
+

个月内未行免疫药物治疗)根据

美国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包括
$

d

&

级
"(

例和
'

d

+

级

"(

例)选择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人
+%

例为健康对照组$

ZX[

组&)

MZS

组和
ZX[

组研究对象具体临床资料#见表
!

)两

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和体质量指数$

]SW

&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H

%

%#%(

&)

表
!

!

MZS

组和
ZX[

组研究对象临床资料

!!

对比&

%

+

%

或
Gh?

'

组别
%

性别$男"女& 年龄$岁&

]SW

$

a

;

"

D

"

&

MZS

组
(% +%

"

"% '+#(h+#) "+#!h"#(

ZX[

组
+% !)

"

!" ''#"h'#& "+#'h"#*

$#/

!

方法
!

MZS

组和
ZX[

组研究对象均进行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血常规检测包括白细胞计数$

R]Z

&和淋

巴细胞计数$

V̀ S

&#均采用全自动血球计数仪检测)

/

淋巴

细胞亚群检测包括
ZM+

d

.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采用间

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外周血)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9

;

D:F40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Gh?

表示#

MZS

组和
ZX[

组间
R]Z

.

V̀ S

.

ZM'

d

.

ZM)

d和
ZM'

d

"

ZM)

d比较采用
6

检验#以
H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R]Z

.

V̀ S

和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

MZS

组和
ZX[

组

研究对象在
R]Z

和
ZM+

d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

MZS

组患者外周血
V̀ S

.

ZM'

d和
ZM'

d

"

ZM)

d均显

著高于
ZX[

组$

H

$

%#%(

&#

ZM)

d 明显低于
ZX[

组$

H

$

%#%(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
R]Z

*

V̀ S

和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Gh?

'

指标
MZS

组

$

%i(%

&

ZX[

组

$

%i+%

&

6 H

R]Z

$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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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

$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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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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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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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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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

d

"

ZM)

d

!#'h%#'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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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的
V̀ S

*淋巴

!!

细胞亚群比较&

Gh?

'

指标
心功能分级

$

d

&

级$

%i"(

&

'

d

+

级$

%i"(

&

6 H

V̀ S

$

g!%

*

&

!#*h%#( "#$h%#) '#"'% %#%!

ZM'

d

$

,

&

+(#!h+#"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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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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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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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d

"

Z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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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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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的
V̀ S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

MZS

组心功能分级
'

d

+

级患者
V̀ S

.

ZM'

d 和
ZM'

d

"

ZM)

d均明显高于心功能分级
$

d

&

级患者$

H

$

%#%(

&#

ZM)

d

明显低于
$

d

&

级患者$

H

$

%#%(

&#心功能分级越高
V̀ S

.

ZM'

d和
ZM'

d

"

ZM)

d也越高#而
ZM)

d越低#见表
+

)

'

!

讨
!!

论

!!

MZS

是一种病因未明的原发性心肌疾病#主要特征为左.

右心室或双侧心室扩张#伴心室收缩功能减退#病情呈进行性

加重#治疗方法有限#病死率极高)目前对
MZS

的发病机制

尚未完全明确#研究发现病毒性心肌炎可演变为
MZS

#清除病

毒性心肌炎小鼠病毒后仍可检测出抗心肌自身抗体#基于该现

象推测其可能与自身免疫损伤有关*

'

+

)

MZS

患者血清中存在

多种抗心肌的自身抗体#这些自身抗体诱导能量代谢异常.细

胞毒性反应及钙超负荷促进
MZS

的发生和发展*

(

+

)基于

MZS

与自身免疫的关联#推测与
MZS

细胞免疫功能有关的

淋巴细胞包括
ZM'

d

/

淋巴细胞和
ZM)

d

/

淋巴细胞#

MZS

患

者
ZM'

d

/

淋巴细胞升高#促进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发挥细胞

毒性效应#刺激
]

淋巴细胞活化并产生抗心肌抗体#而
ZM)

d

/

淋巴细胞主要通过启动细胞裂解和细胞凋亡两种机制特异

性地直接损伤心肌细胞*

&

+

)

健康人存在维持外在抗原的免疫性及自身耐受的平衡以

保持机体免疫平衡#该平衡异常时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

调节性
/

淋巴细胞扮演重要作用)体外实验发现活化
ZM'

d

.

ZM"(

d和
G02

3

+

d

/

淋巴细胞可使扩张的小鼠心肌缩小#同时

心肌炎症减轻*

$

+

)基于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关系#认为水平

异常的
ZM'

d

/

淋巴细胞和
ZM)

d

/

淋巴细胞介导
MZS

的发

生.发展*

)

+

)已证实
MZS

患者外周血
ZM'

d

/

淋巴细胞水平

上升#而
ZM)

d

/

淋巴细胞水平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其

ZM'

d

"

ZM)

d与左室射血分数负相关#但目前在
MZS

的
ZM'

d

和
ZM)

d

/

淋巴细胞水平异常的具体机制尚无相关研究*

*

+

)

本研究中#

MZS

组和
ZX[

组研究对象在
R]Z

和
ZM+

d

/

淋

巴细胞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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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S

组患者外周

血
V̀ S

.

ZM'

d 和
ZM'

d

"

ZM)

d 均明显高于
ZX[

组$

H

$

%#%(

&#

ZM)

d明显低于
ZX[

组$

H

$

%#%(

&#证实
MZS

患者处

于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免疫紊乱状态)进一步研究发

现#

MZS

组
MZS

心功能分级
'

d

+

级患者
V̀ S

.

ZM'

d 和

ZM'

d

"

ZM)

d均明显高于心功能分级
$

d

&

级患者$

H

$

%#%(

&#

ZM)

d明显低于
$

d

&

级患者$

H

$

%#%(

&#心功能分级越

高
V̀ S

.

ZM'

d和
ZM'

d

"

ZM)

d也越高#

ZM)

d越低#表明外周血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与病情密切相关#在临床应用中可检

测外周血
ZM'

d和
ZM)

d

/

淋巴细胞评估其病情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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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心肌炎向扩张型心肌病演变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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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外周血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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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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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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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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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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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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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贝沙坦对扩张型心肌病患

者氧化应激及炎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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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药物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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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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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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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玉良
#

新近发生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ZM'

d

"

ZM)

d比值测定的意义及其与左室射血分数的相

关性研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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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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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已定乙醇与碘伏在预防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对比研究"

成
!

燕!

!吴晓春"

#

!官
!

莉+

!侯章梅!

!李
!

帆+

!杨
!

薇!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

医院感染

管理科$

"#

肝胆外科$

+#

护理部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
",

氯已定乙醇与
%#(,

碘伏预防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Z-L/W

%的效果&方法
!

采用目

标性监测方法!对
"%%

例留置尿管的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试验组!每组
!%%

例&对照组消毒液采用
%#(,

碘

伏!试验组消毒液采用
",

氯已定乙醇!定期留置标本做细菌培养!比较
Z-L/W

的发生率&结果
!

留置导尿后第
+

'

$

'

!%

天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

'

*#%%,

'

!&#%%,

!试验组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

'

!#%%,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致病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真菌!分别为

&+#)*,

'

"(#%%,

'

!!#!!,

&结论
!

",

氯已定乙醇较
%#(,

碘伏更能有效预防
Z-L/W

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

!

氯已定乙醇$

!

碘伏$

!

预防$

!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

!

$%&'()(

"

*

&+,,-&$)./0(122&/%$2&/%&%1P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留置导尿是临床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临床护理操作#广

泛应用于尿潴留.排尿困难.手术后尿液引流等#但随尿管的侵

入#正常尿道菌群受到干扰#削弱了机体有效排出尿路细菌黏

蛋白的能力#从而使得发生尿路感染的概率增加*

!

+

)导尿管相

关尿路感染$

Z-L/W

&是临床中长期留置导尿管的重要并发

症#也是医院感染的主要原因*

"

+

)研究显示#皮肤消毒液抑菌

效果.导尿管置入方法.导尿管护理质量和抗菌药物临床使用

等对减少
Z-L/W

发生具有影响作用*

+

+

)因此#在置入导尿管

时#采取合适的消毒液对降低
Z-L/W

发生率等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本研究比较
",

氯已定乙醇与
%#(,

碘伏对于预防

Z-L/W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某院

住院期间接受过留置导尿的患者
"%%

例)纳入标准!$

!

&既往

和现在无重大精神疾患和意识障碍%$

"

&患者已知病情%$

+

&自

愿参加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放置导尿管前

尿培养阳性患者%$

"

&乙醇过敏者%$

+

&经调查者解释表示拒绝

合作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试验组#每组
!%%

例)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留置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组别
%

性别

男 女

年龄

$

&%

岁
&%

"$

$%

岁
%

$%

岁

基础疾病

有 无

留置时间

+

"$

$8 $

"

!%8

%

!%8

试验组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方法

$#/#$

!

目标性监测方法
!

统一制订调查表#内容包括患者的

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留置时间.导尿管更换次数.导尿管堵

塞.膀胱冲洗.抗生素使用.留置期间尿常规检查.病原菌检测

等)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每周
"

次或
+

次下科室#与主管

医生一起对上述资料进行登记和完善#对发生医院感染的患

者#及时查找和分析感染发生的原因#及时给予干预措施)

$#/#/

!

实施方法
!

两组入选患者在无菌操作下行留置导尿

后#均常规留取尿液做细菌培养及离心涂片镜检细菌.真菌等

以排除原有尿路感染者)所有患者均采用一次性双腔乳胶气

囊导尿管和一次性密闭引流袋#每周更换引流袋
!

次#每
"

周

更换导尿管
!

次)每天行
!

次会阴擦洗#对照组采用
%#(,

碘

伏棉球#试验组采用
",

氯已定乙醇棉球)两组患者分别于留

置尿管后的第
+

.

$

.

!%

天按无菌技术操作抽取尿液标本送检)

$#'

!

诊断标准
!

按照卫生部
"%%!

年颁布的1医院感染诊断标

准$试行&2进行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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