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均相关#且以
S@0

相关性最高#这与刘付星+

Z

,的结论基本一

致#其也认为
Q+XT*

与目前公认的卒中量表均具有较好的相

关性*

Q+XT*

和
X+XT*

存在并非无同步性#后者是前提#但

Q+XT*

的存在则取决于大脑皮质更广泛区域信息整合的完

整性+

;

,

#

Q+XT*

反映预后脑损伤后神经联系网络功能异常更

为敏感*

综上所述#脑梗死患者患侧
Q+XT*

峰潜伏期明显延长#

且潜伏期与治疗前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日常生活能力相

关#且以
S@0

的异常表现的相关性最为明显#故可将
Q+XT*

和
X+XT*

联合应用以提高预后评估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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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系统性健康教育在俯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查中的作用

高淑焕!王文双!刘丽梅!马丽红!牟晓霞"河北省唐山市协和医院
!

0@;000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对俯卧位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

,C

%乳腺检查的患者进行系统性健康教育的临床作用&

方法
!

将
-00

例行俯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0

例!观察组给予系统性健康

教育!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宣教!观察并比较系统性健康教育对俯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查患者的作用&结果
!

两

组患者教育前焦虑自评量表"

X4X

%'抑郁自评量表"

XUX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教育后观察组
X4X

'

XUX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

!低于对照组的
.0̂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系统性健康教育在俯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查中效果明显!避免了焦虑'抑郁的

发生!降低了不良反应!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关键词#

!

健康教育$

!

计算机断层扫描$

!

乳腺检查$

!

俯卧位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70.

!!

乳腺疾病是临床上妇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影响女性的健康

安全*乳腺癌是恶性肿瘤中的一种#多见于女性#病死率极高*

以往使用
b

线对其进行检查#而随着多排螺旋计算机断层扫

描$

,C

&的出现#

,C

检查已成为最佳诊断方式之一+

-

,

*但由于

,C

扫描的辐射剂量比
b

线高#学者们转而研究低剂量
,C

检

查的效果*有研究显示#系统性健康教育在患者行
,C

检查时

可明显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

,

*为研究系统性健康教育的

效果#本研究对本院进行低剂量
,C

检查的患者实施系统性健

康教育#取得了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

月至
.0-1

年
@

月于本院行俯

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查的
-00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为初次进

行
,C

检查*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两组各
?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采取系统性健康教育*

对照组患者年龄
.1

"

?1

岁#平均$

;?/ZY1/;

&岁%学历为小学

及以下
@

例#中学
.Z

例#专科及以上
-@

例%付费方式为自费
Z

例#医保及公费
1.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

;?/BY1/?

&岁%学历为小学及以下
?

例#中学
;0

例#专科及以

上
-?

例%付费方式为自费
B

例#医保及公费
1-

例*排除标准!

$

-

&排除意识障碍等无法和医务人员进行正常沟通的患者%$

.

&

排除已知有抑郁-焦虑等情况的患者%$

;

&排除其他严重疾病对

研究有影响的患者*两组年龄-学历-付费方式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Q"(,F:9

!

8&9H&'

6

.0-@

!

RDF/-;

!

SD/-



$///$

!

检查方法
!

两组患者均进行俯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

查#使用日本东芝
4

J

H:F:D9-@

层螺旋
,C

机进行检查扫描*

患者均取俯卧位#双臂置于乳腺上方支撑胸部#使乳房自然下

垂#对患者腋窝至乳房下缘范围进行低剂量
,C

扫描*参数设

置!电压
-.0[R

#电流
-?L4

#螺距为
-@

"

-?

#重建层厚为
?

LL

#旋转速度
0/?

"

#

*

$////

!

健康教育方法
!

对照组患者在进行
,C

检查时向患者

进行常规健康宣教#包括向患者介绍
,C

的作用-检查的过程-

观察的项目及如何进行配合等#进行口头宣教#让患者了解情

况*观察组患者在进行
,C

检查时向患者进行系统性健康教

育#包括$

-

&检查前的教育!重点介绍
,C

检查的必要性#告知

患者检查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及配合事项#检查的方法-过程及

可能的结果*向患者介绍
,C

检查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防

治措施*缓解患者未知而引起的恐惧-紧张等心理*$

.

&检查

过程中的教育!告知患者正确的体位#在检查时可和患者说话

分散患者注意力#避免其紧张等情绪的产生*如有轻度不适

感#引导患者放松心情*$

;

&检查后的教育!检查结束后几分钟

和患者聊天放松其心情#安抚患者情绪#对于老年体弱患者协

助其下床#告知患者注意事项#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

!

疗效评价
!

观察两组患者情绪变化及不良反应情况*根

据焦虑自评量表$

X4X

&评分标准!正常#分值小于或等于
?0

分%轻度焦虑#分值为
?0

"

?B

分%中度焦虑#分值为
@0

"

@B

分%

重度焦虑#分值大于等于
A0

分*根据抑郁自评量表$

XUX

&评

分标准!正常#分值小于或等于
?.

分%轻度抑郁#分值为
?;

"

@.

分%中度抑郁#分值为
@;

"

A.

分%重度抑郁#分值大于等于

A;

分+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Z/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况比较
!

两组患者教育前
X4X

-

XUX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接受教育后#观

察组患者
X4X

-

XUX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况比较%

HY!

&分'

组别
,

X4X

教育前 教育后

XUX

教育前 教育后

对照组
?0 ?Z/.Y-0/@ 1A/.YB/1 ?@/?Y--/. 1Z/AYZ/1

观察组
?0 ?Z/?Y-0/- ;1/;Y?/Z ?@/ZY-0/B ;;/@Y@/;

@ 0/-1? Z/.?Z 0/-;@ -0/-@B

"

$

0/0?

%

0/0?

$

0/0?

%

0/0?

表
.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

'

组别
,

恶心 呕吐 心动过速

对照组
?0 ? ; .

观察组
?0 . - 0

///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包括恶

心-呕吐-心动过速等#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
@̂

#远低

于对照组的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Z/@@?

#

"

%

0/0?

&*

见表
.

*

'

!

讨
!!

论

随着多排螺旋
,C

的问世#其凭借高分辨率及强大的图像

处理能力#以及对乳腺结构和周围组织的显示能力#成为检查

乳腺疾病的最佳诊断方式之一+

1

,

*但随着大量临床研究结果

表明#

,C

检查对患者有一定的辐射性#辐射剂量较
b

线更大#

极大阻挠了
,C

的广泛使用+

?

,

*如何更好-更安全地进行扫描

检查乳腺疾病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随着影像学的不断发展#有学者提出低剂量
,C

检查的概

念#目的在于减少
,C

检查对患者的辐射剂量*张霞等+

@

,将其

应用到乳腺疾病的检查中#发现俯卧位低剂量
,C

检查效果更

佳#可获得良好的
,C

图像*虽然不良反应有所降低#但仍然

较高*赵玉霞等+

A

,在患者自身心理方面入手#以保证患者心态

良好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发现相对于其他患者#心态良好的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有明显下降*其认为患者的心理对低剂

量
,C

检查后的不良反应有明显影响*系统性健康教育是一

种有规划性-可系统进行的健康宣教#不仅让患者了解整个检

查的过程#也可以帮助患者排除顾虑#缓解心理压力#降低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X4X

-

XUX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仅为
@̂

#远低于对照组的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研究提示系统性健康教育可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心

态#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综上所述#对进行俯卧位低剂量
,C

乳腺检查的患者给予

系统性健康教育效果明显#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心理状况

良好#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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