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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在乳腺癌患者术后院外康复的应用

侯妙珍"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呼和浩特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微信公众平台在乳腺癌患者术后院外康复的应用效果&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行乳腺癌手术患者
10

例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乳腺癌

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乳腺癌手术患者的院外康复护理!比较干预前后

(

组患者生活质量'功能锻炼依从性'患者满意度的差异&结果
!

乳腺癌患者加入微信公众平台接受专业监督和指

导后!患者的功能领域'主要症状领域各项目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整体生活质量得分

为"

-+)*_'')@

$分!高于对照组的"

@0)'_=),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相比对照组!研究组患者术后功

能锻炼完全依从性由
0-)*A

提高至
10)+A

#患者满意度由
0=)1A

提高至
11)*A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微信公众平台有助于提高乳腺癌患者术后院外生活质量和功能锻炼依从性!改善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

!

微信公众平台#

!

乳腺癌#

!

院外康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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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0-(B=*@@

"

(+'0

$

'+B'*,=B+,

!!

乳腺癌作为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占全身肿

瘤的
-A

!

'+A

#且发病率以每年
,A

!

*A

的速度增长#呈年

轻化的趋势#严重危害女性的身心健康)

'B,

*

+虽然近年来随着

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乳腺癌患者生存率逐渐提高#然而患者

也同时面临着由疾病和各种治疗方案所引发的生理和心理问

题#极大地降低了乳腺癌患者参与日常活动的能力#影响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

*

*

+目前#护理技术与护理理念持续进步#医护

人员在注重传统护理常规服务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对患者实施

整体护理#积极提倡0以人为本1的护理理念)

@

*

+由于智能手机

的不断发展和微信平台的广泛应用#人们通过使用微信获取各

种信息已成为一项重要手段)

0

*

+医护人员通过微信建立信息

交流平台#以图片,视频和文字等形式为患者提供相关医疗信

息#可以使护患关系更加紧密#患者得到更加贴心的专业护

理)

-B1

*

+目前#微信公众平台已广泛应用于外周中心静脉置管,

血液透析,骨科患者的康复护理过程中并取得良好效果)

=B''

*

+

因此#本院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对乳腺癌手术患者实施专业

化的院外康复护理#取得了良好成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接

受乳腺癌手术治疗的患者
10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

女性#年龄
,(

!

01

岁#平均$

*-)1_',)0

&岁%

'

期患者
-

例#

%

期患者
@,

例#

(

期患者
(0

例%行乳腺癌根治术患者
(=

例#行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
@-

例+将
10

例患者按入院先后顺序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

例#

(

组患者在年龄,疾病分期,手

术方式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

性+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经病理诊断确诊为乳腺癌%$

(

&入

院后患者给予相关术前检查#无手术禁忌证%$

,

&患者能熟练使

用智能手机及微信%$

*

&患者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

'

&有严重感染,心力衰竭及肾衰竭等危重疾病患者%$

(

&有精

神疾病史,严重痴呆,失语,耳聋和意识障碍等患者+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包括术前准备,术

后常规护理,简单的肢体功能康复锻炼,饮食护理,用药护理

等+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

乳腺癌患者术后院外康复护理#具体步骤包括!$

'

&由护士长,

'

名副主任医师和
0

名康复护士组成0乳腺癌患者院外康复指导

小组1#护士长任组长#并由组长制订微信平台的护理方案#确

定干预内容和评价方法#并对组员进行培训%小组成员具备优

秀的沟通,协调与表达能力#具有丰富的乳腺癌专业护理知识

与操作技能#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及微信的各项功能+组长

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取名0乳腺癌互动圈1#各成员熟练掌握后

开展临床干预%$

(

&将微信公众平台的二维码和功能简介印刷

在一张卡片上#于患者出院前
'O

由责任护士将卡片发放给患

者#告知患者加入微信平台的目的和服务内容#协助患者通过

手机二维码扫描关注0乳腺癌互动圈1微信平台+护士对患者

实施微信教育#确保患者微信的正确使用和推送消息的及时接

收%$

,

&服务内容!

-

康复宣教+指导小组每日通过微信公众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V$7O5JD;

!

$8

M

(+'0

!

ZCJ)',

!

!C)'+



台定时推送乳腺癌相关知识的文字资料#护理及康复训练视

频#指导患者及家属做好日常护理工作%

.

护患互动+患者及

家属在康复期间遇到任何问题#可及时通过微信平台与医护人

员进行沟通#解决患者在院外康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护

理人员定期通过微信联系患者或家属#及时了解患者的康复训

练,饮食,用药,复查结果等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健

康指导%

/

定时提醒+通过微信平台提醒患者定期回院复查#

及时推送信息邀请患者参加乳腺癌专题讲座和患者联谊活动%

$

*

&患者及家属通过微信平台相互交流经验#发言讨论+

$)'

!

评价指标

$)')$

!

生活质量核心问卷$

d"dB5,+

&

!

d"dB5,+

是一种广

泛用于癌症患者生活质量评定的量表#共计包含
,+

个问题分

为
*

个方面!$

'

&整体生活质量领域%$

(

&功能领域!包括躯体功

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和社会功能%$

,

&症状领域!

包括疲乏,疼痛和恶心呕吐%$

*

&单一症状因子!呼吸困难,睡眠

障碍,食欲减退,便秘,腹泻和经济状况+该问卷评分首先计算

出各个维度的原始得分#然后根据公式转换为
+

!

'++

取值的

标准分数+整体生活质量领域高分数代表患者高水平生存质

量#功能领域高分数代表患者高水平功能#症状领域和单一症

状因子高分数表示患者症状或问题严重+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为
+)1*

#效度系数为
+)10

+

$)')/

!

功能锻炼依从性量表
!

评定分为
,

个等级+$

'

&完全

依从!患者院外康复期间#能够完全依据医护人员制订的康复

项目和医嘱要求实施功能康复锻炼%$

(

&部分依从!患者院外康

复期间#不能完全依据医护人员制订的康复项目和医嘱要求实

施功能康复锻炼#主要包括训练项目的缺失和训练时间的不

足%$

,

&依从性差!患者院外康复期间#偶尔进行功能康复锻炼#

或者未进行功能康复锻炼+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1(

#

效度系数为
+)11

+

$)')'

!

患者满意度调查表
!

设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和不满意

*

个层次#患者选择满意和比较满意视为对该护理过程的总体

满意#比较
(

组患者干预后的满意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为
+)10

#效度系数为
+)1-

+

$)1

!

调查方法
!

于乳腺癌患者出院康复
0

个月后进行干预效

果评价+研究者在调查前进行相关培训#然后由研究者向研究

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研究对象对问卷中的相关问

题进行独立客观的填写#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可由研究者

以客观表述告知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后进行填写+本调查的所

有问卷均在随访时发放并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
1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10

份#有效回收率为
'++A

+

$)2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3%%'=)+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N_H

的形式表示#行
B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百分比表示#行
,

( 检验或
cDFI79

确切概率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干预前后
(

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

微信公众平台的实施

显著改善了乳腺癌患者术后院外康复过程中的生活质量#研究

组整体生活质量及
@

个功能领域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

$

+)+@

&#症状领域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均得到改善$

!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分析
!

研究组功能锻炼完全依

从性为
10)+A

#高于对照组的
0-)*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0=)1A

#研

究组患者满意度为
11)*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N_H

(分)

领域 对照组$

1<*,

& 研究组$

1<*,

&

B !

整体生活质量
@0)'_=), -+)*_'')@ 0),*+ +)+++

功能领域

!

躯体功能
*()*_'*)' -,)*_=)( '()+-* +)+++

!

角色功能
@+),_'+)( -()(_'')0 =)(=- +)+++

!

认知功能
0+)@_'')( 1()'_'*)( -)1,( +)+++

!

情绪功能
@,)-_=)1 -1)(_'@)0 1)-(' +)+++

!

社会功能
*()1_'+)( -()=_',), '')--0 +)+++

症状领域

!

疲乏
@,)'_'+)* ,()=_'+)0 1)=(+ +)+++

!

疼痛
**)1_'+)' ,*)0_'()0 *)'*( +)+++

!

恶心呕吐
,*)=_1), (1)*_'+)0 ,)'00 +)++(

单一症状因子

!

呼吸困难
,,)1_'+)' ,+)1_1)' ')@'= +)',(

!

睡眠障碍
,-)@_1)- '@)=_'')' '+)+*, +)+++

!

食欲减退
,@)1_'+)* '@)0_=)@ =)*+* +)+++

!

便秘
(-)@_'+)( '1)0_-)1 *)@*@ +)+++

!

腹泻
,')@_-)@ '=)0_=)@ 0)**- +)+++

!

经济状况
0')@_'0)- @@)=_',)1 ')0=@ +)+=*

表
(

!

(

组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分析&

1

'

A

)*

组别
1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依从性差

对照组
*, (=

$

0-)*

&

'+

$

(,),

&

*

$

=),

&

研究组
*, ,-

$

10)+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1

)

组别
1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照组
*, '0 '* 1 @

研究组
*, (- '' , (

'

!

讨
!!

论

!!

乳腺癌作为女性最普遍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率逐年增

长#严重危害着女性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目前#手术是乳腺

癌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

'(B',

*

+乳

腺癌患者一方面经历着普通癌症患者所经受的各种负性心理

情绪和不良的疾病反应#同时由于乳腺癌手术对女性生理特征

造成创伤导致其心理压力加大#这些因素均对乳腺癌患者疾病

的治疗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产生不良影响)

'*

*

+整体护理的推行

及医学生物模式的转变使得临床工作中乳腺癌的治疗在提高

患者生存率的同时#还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

*

+以微信为

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是一种全新的人际交流和联系方式#通过

微信平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信息的传播和人际交流#形成

了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紧密的联系和互动)

'0

*

+研究表明#在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V$7O5JD;

!

$8

M

(+'0

!

ZCJ)',

!

!C)'+



发达国家#通过方便,经济,快捷的网络平台进行远程医疗咨询

服务和患者的健康指导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及的工具#同时也

是未来实现患者延续护理的最佳途径之一)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加入微信公众平台接受专业

监督和指导后#患者的功能领域,主要症状领域各项目得分均

优于对照组#整体生活质量得分为$

-+)*_'')@

&分#高于对照

组的$

@0)'_=),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相比对照

组#研究组患者术后功能锻炼完全依从性由
0-)*A

提高至

10)+A

%患者满意度由
0=)1A

提高至
11)*A

#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提示微信公众平台有助于提高乳腺癌患者

术后院外康复质量+通过分析认为!$

'

&微信公众平台以图片,

视频,文字等形式为患者提供通俗易懂的乳腺癌康复护理相关

信息#患者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反复,多次进行阅读和学习#更

好地帮助患者建立了健康促进的生活方式#有效控制了病情#

提高了康复质量%$

(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患者可以及时提出各

种康复护理问题#医护人员予以及时的解答释疑#使患者无后

顾之忧%医护人员可以实时掌握乳腺癌患者在院外康复过程中

面临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微信平台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积极

监督患者用药,饮食,锻炼等遵医嘱情况#极大程度上激发了患

者主动遵医行为#改善和巩固了患者院外的康复效果%$

,

&医护

人员通过定期向患者推送复查提醒和乳腺癌专题知识讲座,患

者联谊活动的信息#使患者复诊方便快捷#及时参加各种有利

于疾病康复的活动#从而使患者更好地配合各种治疗护理#促

进患者早日康复%$

*

&微信公众平台加强了乳腺癌患者之间的

沟通交流#患者在平台上能够直面问题#畅所欲言#相互之间交

流经验%康复效果好的患者通过微信平台发布其康复治疗进

展#为其他患者树立了疾病治疗的积极信念#改善了患者的负

性心理#促进了患者的院外康复+

综上所述#微信公众平台有助于提高乳腺癌患者术后院外

生活质量和功能锻炼依从性#改善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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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教学的几点思考

王建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北京
!

'+++@+

$

!!

"摘要#

!!

当前!+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教学由于整体上不受重视!教学方法落后!临床病例和标本不足!导致

学生实验课动手机会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滑&该文作者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对

之策&

"关键词#

!

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

!

教学#

!

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模式#

!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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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是一门以寄生虫疾病辅助诊断和

防治为目标的课程+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卫生水平提高#传统

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钩虫病等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在新

时代条件下寄生虫病并不罕见#而且逐步呈现出新的特点#比

如0南病北移1#对外交流增多导致输入性寄生虫病#宠物导致

的人畜共患病等+临床医生对寄生虫病的症状,体征不了解#

忽视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诊断技术进展缓慢等因素导致寄生

虫病误诊的病例并不鲜见+如
(++1

年云南省暴发旋毛虫病#

*=

例患者入院初期均未得到正确诊治#延误了病情+本人从

事.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临床教学多年#针对该课程存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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