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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临床护理路径在甲状腺手术患者围术期中的应用

曹水妮!马亚洁"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普外科
!

:!3%%%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在甲状腺手术患者围术期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意义$方法
!

从咸阳市中心医院
3%!3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行甲状腺手术患者中选取
53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
"!

例!根据临床护理路径表实

施围术期护理&对照组
"!

例!行常规护理$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

住院时间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短!住院费用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观察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为
4,:9b

!同对照组的
3!,4&b

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43,95b

!同对照组的
5%,"4b

比较!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对于接受甲状腺手术治疗的

患者!在围术期应用临床护理路径!能有效提高护理质量!缩短患者康复时间!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减少并发症发生!

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甲状腺手术&

!

护理路径&

!

临床效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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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3#4"&&

"

3%!&

#

3"#$:&&#%$

!!

甲状腺疾病在临床较为常见#女性患者较多#有数据显示#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对患者健康及生

活质量有较大影响)

!

*

+甲状腺疾病治疗方法较多#其中手术治

疗在临床应用较广#且治疗效果显著+但有学者表示#手术治

疗易引发多种并发症#影响患者康复#因此需加强护理配合)

3

*

+

临床护理路径作为一种科学的医护规范#可提高护理质量与效

率#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对两组患者护理方法进行

对比#探讨甲状腺手术患者围术期应用护理路径的临床效果#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从本院
3%!3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行

甲状腺手术患者中选取
53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观察组
"!

例#男
!:

例#女
3"

例(年龄
33

"

94

岁#平均

$

$5,:g$,"

%岁(病症类型!

&

例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

例为

结节性甲状腺肿瘤#

!"

例为甲状腺腺瘤#

4

例为单纯性甲状腺

肿+对照组
"!

例#男
!5

例#女
3$

例(年龄
3!

"

:%

岁#平均

$

$4,!g$,3

%岁(病症类型!

9

例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3

例为

结节性甲状腺肿瘤#

!$

例为甲状腺腺瘤#

!%

例为单纯性甲状腺

肿+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存在临

床可比性+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符合疾病诊断标准者(无手术禁忌证者(与

本研究配合者+

$,/,/

!

排除标准
!

重要脏器严重功能障碍者(凝血功能障碍

者(精神疾病患者+

$,'

!

方法
!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给予一般基础护理,饮食护理

及健康宣教等+观察组根据甲状腺手术特点#制订围术期临床

护理路径表#并将路径表内容向患者进行讲解#提高患者配合

度+护理人员严格按照路径表内容开展围术期护理服务#具体

内容见表
!

+

$,1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

发症发生情况及护理满意度并对比分析+护理满意度采取自

制满意度调查表#每位患者自行填写问卷+总分为
!%%

分#非

常满意为大于
5%

"

!%%

分#

9%

"

5%

分为满意#

9%

分以下为不

满意+

$,2

!

统计学处理
!

将研究所得数据录入
\P\\!4,%

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MgF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b

%表示#采用
8

3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对比
!

见表
3

+观察组住院时间同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3

卷第
3"

期
!

ZFR8CKQL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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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

!

*<,3"



照组比较#明显较短#住院费用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少#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

表
!

!

临床护理路径表

阶段 内容

入院当日

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主动向患者介绍医院情况#使患者尽快熟悉陌生环境#并对医生及护理人员进行介绍+对患者进行健

康教育#甲状腺疾病相关知识进行讲解#并对生活禁忌进行告知)

$

*

+对于出现不安,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的患者#需给予心

理干预#主动同患者进行交流#倾听患者诉求#并给予心理疏导#可列举以往成功治疗病例#帮助患者建立治疗信心+安排舒

适病房#对病房中相关设施功能进行介绍+

检查前

在行甲状腺手术前#患者需行相关检查#如甲状腺素,血清三碘甲腺原氨酸测定等#护理人员需在各项检查进行前告知患者

所需检查项目,检查目的及注意事项等)

"

*

+护理人员需对患者进行配合#并耐心解答患者疑问#给予指导#帮助患者顺利完

成各项检查+

手术前

在手术前
3K

#护理人员将手术相关内容及麻醉方法进行告知#并对术前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

&

*

+指导患者进行发音,深

呼吸,颈过伸拉及有效咳嗽训练#以便手术顺利进行+在于术前
!K

对患者进行安抚#舒缓患者紧张,不安情绪#保证患者充

分休息)

9

*

+手术前
9

"

!36

#患者需禁饮食#并进行皮肤过敏测试)

:

*

+

手术日

护理人员在麻醉前建立静脉通道#并接通呼吸机#连接体征监测仪器#对患者呼吸,发音,面色等进行仔细观察#确认正常)

5

*

+

将手术所需器械药品备足#并进行检查#同时与医生沟通#对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突发情况#制订应急预案+手术完成后#将

患者转移至病房#并协助患者保持正确体位#对患者血压,心率,呼吸及引流情况进行密切观察+

手术后

手术后对患者行并发症预防护理#做好切口清洁#预防感染#实施科学口腔护理#并指导患者在拆线后做颈部活动)

4

*

+给予

针对性饮食护理#根据患者情况#选择流质,半流质食物#保证食物全面营养#避免辛辣刺激饮食+给予心理护理#及时告知

手术效果及恢复进展#消除患者疑虑#对于术后疼痛#可通过不同途径#分散其注意力+

出院前
出院前指导患者办理相关手续#并对出院后相关注意事项进行告知#嘱咐患者多食用含碘量较多的食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

!%

*

+对于药物使用进行指导#并告知患者定期复检+

表
3

!

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对比%

MgF

&

组别
'

住院时间$

K

% 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 4,!g!,5 $3&",9g!3$,9

对照组
"! !",4g3,3 "!%$,!g!45,3

? 9,"&:5 !4,3&":

H %,%%%% %,%%%%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

见表
$

+观察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为
4,:9b

#同对照组的
3!,4&b

比较#明显较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

%

b

&+

组别
'

咽痛 感染 头痛 合计

观察组
"! 3

$

",55

%

!

$

3,""

%

!

$

3,""

%

"

$

4,:9

%

对照组
"! "

$

4,:9

%

3

$

",55

%

$

$

:,$3

%

4

$

3!,49

%

8

3

3,35!" !,!$&" 3,!%$& 9,&"!4

H %,%5!$ %,!$!5 %,%54& %,%354

/,'

!

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满意情况对比
!

见表
"

+观察组干

预后总满意度为
43,95b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4b

#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满意情况对比*

'

%

b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 !:

$

"!,"9

%

3!

$

&!,33

%

$

$

:,$3

%

$5

$

43,95

%

对照组
"! !$

$

$!,:!

%

3%

$

"5,:5

%

5

$

!4,&!

%

$$

$

5%,"4

%

8

3

",!%$3 !,%$"! 9,43&5 9,43&5

H %,%":$ %,!4:& %,%3!: %,%3!:

'

!

讨
!!

论

!!

临床护理路径可对特定病种制订标准化医护计划#是临床

管理有效工具#可指导护理人员开展主动性,预见性工作#并减

少医疗资源浪费+国外有报道显示#护理路径在临床中应用#

对于护理质量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3

*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H

$

%,%&

%#结果与文献)

!$

*报道一致+提示实施临床

护理路径#具有较强针对性#能够有效提高护理效率#减少不必

要的环节#在节约医疗资源的同时#可有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甲状腺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对于治疗效果具有较大影响#

延长患者恢复时间#增加患者痛苦#因此#对于并发症预防#是

护理配合的关键环节+临床护理路径通过对甲状腺手术高发

性并发症进行总结#在路径表中重点制订预防措施#可有效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同对

照组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由此证实

了临床护理路径对于并发症的预防效果+

临床观察发现#临床护理路径在甲状腺手术围术期中应

用#不仅可减少护理工作的盲目性#切实满足患者需求#同时对

护理人员起到监督作用#提高其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保证护理

质量#减少护患纠纷#提高患者满意度)

!"#!&

*

+本研究中#观察组

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结果与文献)

!9

*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甲状腺手术治疗中#围术期应用临床护理路径#

具有较高经济性#可显著提高护理质量#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

者依从性#应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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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小儿哮喘护理效果的影响

曹秀清"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门诊部
!

33!%%3

#

!!

"摘要#

!

目的
!

对小儿哮喘病例接受个性化健康教育干预后的效果进行研究分析$方法
!

选择
3%!"

年
&

"

!%

月徐州市儿童医院内科收治的哮喘患儿
!!$

例纳入本研究!分为两组!试验组
&9

例!对照组
&:

例!对照组施以哮

喘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对照组护理内容基础上施以个性化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儿干预后对治疗的依从性及出院后

3

年内再次发作次数(再次入院次数$结果
!

试验组哮喘病例干预后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H

$

%,%&

#&出院后
3

年内再次发作次数(再次入院次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结论
!

对患有哮喘症的小儿病例施以个性化健康教育干预!可有效提高该类哮喘人群的治疗依从性!降低其哮喘再

次发作次数及因哮喘而再次入院次数!对疾病控制效果较好!具有现实推广意义$

"关键词#

!

儿童&

!

哮喘&

!

健康教育&

!

护理&

!

影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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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3#4"&&

"

3%!&

#

3"#$:&:#%$

!!

支气管哮喘是源于多种类型的细胞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

种发生于患者气道内的慢性炎性反应#临床特征为反复出现胸

闷不适#同时伴有气急,喘息及咳嗽等#支气管哮喘在儿童期人

群中较为常见+如果儿童期哮喘症状较为严重#很可能迁延至

患儿进入成年期)

!#$

*

+其反复发作的发病特点#使支气管哮喘

患儿常难以维持正常的学业进程#且给患儿身心均带来不适#

也使支气管哮喘患儿的家庭陷于经常性的治疗压力之下)

$

*

+

基于小儿哮喘难以根治的特点#对支气管哮喘患儿及其家长施

以有效的健康教育#帮助其主动回避和消除危险因素#提高控

制支气管哮喘的能力#使患儿免受反复发作哮喘之苦#意义重

大)

"

*

+因而#本研究将个性化健康教育施以入住于本院的小儿

哮喘患者及其家长#效果较好#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3%!"

年
&

"

!%

月本院内科收治的哮喘

患儿
!!$

例纳入本研究#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
3

"

4

岁#

平均$

",:5g3,!9

%岁+

!!$

例纳入本研究的患儿分为两组#试

验组患儿
&9

例#对照组患儿
&:

例#两组入选患儿在年龄,病

程,性别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

!

%为患儿提供良

好的住院环境#如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保证患儿感觉舒适#

严格病室消毒+$

3

%为患儿提供高质量的药物治疗护理及精心

的病情观察#保证病情出现异常时能够施以有效的紧急处置+

$

$

%为患儿提供效果确切的基础护理#使患儿免受并发症之苦+

$

"

%为患儿及其家属提供常规健康教育+

$,/,/

!

试验组
!

试验组哮喘患儿在对照组护理内容基础上施

以个性化健康教育+

$,/,/,$

!

教育内容
!

$

!

%规避诱因教育!患儿及家长因对自身

疾病的相关知识缺乏充分认识#故难以正确识别和规避哮喘诱

因#复发率高#故而诱因规避教育至关重要+帮助护理对象共

同分析和确定自身哮喘诱因#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有效识别和规

避+$

3

%正确安全合理用药教育!哮喘治疗和控制药物主要包

括激素类,支气管扩张剂类及气雾剂等#上述药物有其适宜正

确的用法用量#护理工作者应向护理对象详细解释#说明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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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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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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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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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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