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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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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FZ/ Z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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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

$

!#&$

&

"

$

+#++

&

'

!

讨
!!

论

FZ/

是一种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肽物质*

(.&

+

#是甲状腺
Z

细胞的分泌物#经过细胞内
ZOF

水解酶水解之后形成具有生

物活性的
FZ/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患者血清中的
FZ/

由于其

浓度太低$通常情况下低于
%#!<

;

"

DV

&而无法检测出来)然

而#当患者机体受到细菌感染时#在细菌分泌的内毒素及各种

细胞因子的诱导下甲状腺等组织分泌产生大量的
FZ/

)

ZOF

主要是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期反应蛋白#在感染期#表现出上调

现象#随着感染期的延长#患者甚至会出现免疫抑制心理#从而

进一步加快血清中
ZOF

的升高*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细菌感染组的
FZ/

水平要明显高于其

他两组#表明在细菌感染阶段#

FZ/

的上调水平比
ZOF

明显#

但是在非细菌感染疾病中#

FZ/

同样也具有阳性检出#用于诊

断无明确感染灶的确诊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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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护理对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曹
!

睿"陕西省人民医院!西安
!

$!%%&)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延伸护理干预对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

*

月在该院

接受住院干预的肝炎后肝硬化患者
))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

''

例%与对照组"

''

例%&对照组施以肝炎后肝硬化常

规护理!试验组则于对照组护理内容基础之上!于研究对象出院后施以为期
&

个月的延伸护理干预!比较两组肝炎

后肝硬化患者干预后的相关指标&结果
!

试验组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肝硬化相关健康知识认知度达标率'生活质

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对肝炎后肝硬化患者施以出院后的延伸护理干

预!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程度!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

延伸护理$

!

肝炎后肝硬化$

!

生活质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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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肝硬化是由诸多不同因素导致的持续慢性进展性肝脏疾

病#患者常因自身疾病的频繁发作.迁延难愈的漫长病程.治疗

措施奏效甚微的预后而承受巨大的身心痛苦#生活质量普遍低

于其他类型的肝病患者*

!."

+

)伴随着我国现阶段临床护理视野

的延伸和拓展#护理服务已不仅着眼于对服务对象的住院护

理#而是要将代表着大医精诚理念的护理服务延伸至患者出院

以后#护理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对护理对象的疾病照顾和生命

延续#而是拓展至提高护理对象的整体生活质量*

+.'

+

)基于上

述理念#本科对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实施出院后的延伸护理#效

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在本院接受住院干预的

肝炎后肝硬化患者
))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

''

例&与对照组

$

''

例&#试验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h!!#+)

&岁%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h!%#!$

&岁%两组入选

者在年龄.男女比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施以肝炎后肝硬化常规护理#包括住院基

础护理和肝炎后肝硬化专科护理内容)试验组在对照组护理

内容的基础上#于患者出院后实施为期
&

个月的延伸护理)

$

!

&建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个人档案#详细记录该类患者的基

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列出延伸护理计划#内容力求详尽全面)

$

"

&每月举办
!

次资深专科护士讲座#以集体讲授的方式向研

究对象施以肝炎后肝硬化相关疾病知识和健康保健知识)每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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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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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讲座结束后为研究对象提供
"%D9<

的自由讨论和提问时

间#让研究对象在相互交流.共性疑问讨论.正确答案确认的过

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

&每月
!

次一对一的护

患电话沟通#强化集体授课的内容#解答患者自我护理中个性

化的疑问和困难)对于电话沟通存在困难或者电话沟通效果

欠佳的患者#实施面对面家庭访问#强化干预效果)

$#'

!

评价指标

$#'#$

!

肝炎后肝硬化相关健康知识认知度达标率评价指标
!

于研究对象出院
&

个月后采用自制的肝炎后肝硬化相关健康

知识调查问卷对两组患者实施调查评价#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度

分值高于
*%

分者#评价为认知度达标#以达标的肝炎后肝硬化

患者数量在总入选者中所占的比例计算认知度达标率)

$#'#/

!

生活质量的评定
!

于研究对象出院
&

个月后采用
YG.

+&

生存质量量表进行评估分析#测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越

高#生活质量越好)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以
Gh?

表示#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干预后健康教育效果的比较
!

试验组患者的相

关健康知识认知度达标率
*(#'(,

$

'"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i*#$"'

#

Hi%#%%"

&)

/#/

!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的比较
!

试验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的比较&分)

Gh?

'

项目
%

生理功能 躯体疼痛 社会功能 身心健康 活力 情感职能

试验组
'' &$#!)h"#)" &$#"(h"#&* '$#+'h"#%) &$#'(h"#&& '&#*+h"#%% $&#)&h"#'!

对照组
'' &'#"$h"#)% &+#+*h"#"( ''#*!h"#&* &+#$(h"#&+ ''#+&h"#(+ $+#&)h+#&$

6 '#)(( &#*%+ '#$'" &#(&! (#")' '#)%)

H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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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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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出院后延伸护理的试验组患者#其

干预后的相关健康知识认知程度.生活质量较对照组高#表明

对肝炎后肝硬化患者施以出院后的延伸护理#在提高其相关健

康知识认知程度.生活质量方面有积极作用*

(.&

+

)

肝硬化是消化系统的常见慢性病种之一#具备着反复发

作.病程漫长.无法逆转的疾病特点#而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对自

身疾病的高认知程度有利于增强其主动遵从医疗护理方案.延

缓疾病进展)漫长的病程要求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不仅需要住

院时的高治疗依从性#更需要其在出院后继续严格遵从长期的

医疗护理干预方案*

$.)

+

)而失去了住院时护理人员所提供的全

面实时全程的指导和督促#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出院后常因健康

指导的后续乏力而无法获得健康知识的巩固和更新#进而导致

其自我护理的意识和能力随着出院时间的延长而逐步下

降*

*.!%

+

)当前我国对肝炎后肝硬化患者所实施的住院期间护

理干预根本难以满足该类患者出院后的长期护理要求#基于此

点#本研究将延伸护理引入至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出院后居家

护理之中#通过持续规律性的延伸护理干预#帮助肝炎后肝硬

化患者提高对自身疾病健康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自觉遵从长

期医疗护理干预方案#主动采取适宜的自我护理行为#最终获

得了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

!!.!"

+

)本研究所采用的延伸护理是

集中体现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理念的护理模式#将护理服务触角

延伸至患者出院后的后续康复和生活质量改善过程#为出院后

患者提供涵盖其身心以及社会等全方位的护理支持服务#是一

种有效的提高肝炎后肝硬化患者长期生活质量的先进护理模

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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