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防止发生感染#与此同时#还应密切观察患者引流液的颜色'

形状与量#根据患者创面的具体情况及恢复进度及时做好清创

护理工作(另外出院时的健康宣教及随访均具有良好的效果#

出院时告知患者穿着清洁及宽松的衣服#并注意避免抓挠伤口

并保持伤口清洁(

综上所述#

U32

结合有效的护理方式在烧伤患者中具有

显著的临床效果#改善了整体治疗的效果#提高了患者满意率#

减轻了患者痛苦#因此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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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综合护理干预在根治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应用效果

刘海棠

"海南农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海口
!

*0(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在根治消化性溃疡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

选择
%($8

年
)

月至
%($'

年
0

月海南农垦总医院收治的
%$'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手段!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给予健康教

育(心理干预(合理用药(饮食指导及出院随访等综合护理干预的方式护理'治疗和护理干预
'

周后行快速尿素酶试验检测幽门

螺杆菌的情况!同时采用胃镜观察溃疡部位愈合情况!并观察记录两组患者在唾液分泌量(烧灼感(反胃(嗳酸(嗳气(恶心(呕吐等

胃肠道症状方面的差异'结果
!

治疗
'

周后!观察组
$(8

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6)&%)5

!完全治愈
*4

例$对照组
08

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0(&405

!完全治愈
$*

例'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且观察组在唾液分泌量(烧灼感(反胃(嗳酸(嗳气(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方面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轻!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的方法可明显提高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的治愈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综合护理干预$

!

消化性溃疡$

!

幽门螺旋杆菌$

!

感染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76'**

"

%($)

%

$%7$0(%7(8

!!

目前#消化性溃疡由于其高发生率和高复发率越来越引起

临床工作者的注意)

$

*

(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导致消化性溃疡

的主要病因)

%

*

(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也成为临

床治疗消化性溃疡的重点)

8

*

(为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提高幽

门螺杆菌感染的治愈率#降低复发率等方面的作用效果#本研

究以
%$'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综合对比综合护理干预和常规护理干预的作用效果#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8

年
)

月至
%($'

年
0

月本院收治的

%$'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行胃镜检查溃疡部位#胃溃疡
40

例#十二指肠溃疡

$$'

例#复合性溃疡
$8

例%快速尿素酶试验$

Sc9

&检测结果显

示#所有患者均合并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且均有唾液分泌量增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AI1>.!E;<

!

TG<>%($)

!

U:E&$8

!

N:&$%



多'烧灼感'反胃'嗳酸'嗳气'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将所

有患者平均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0

例#其中观察组男
*4

例#女
'6

例%年龄
$0

!

0)

岁#平均$

')&*8i$(&8$

&岁%胃溃疡

')

例#十二指肠溃疡
**

例#复合性溃疡
)

例%平均病程

$

%&4%i(&*'

&年(对照组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06

岁#

平均$

'0&8%i$$&(0

&岁%胃溃疡
'$

例#十二指肠溃疡
*6

例#复

合性溃疡
0

例%平均病程$

%&06i(&*0

&年(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溃疡类型'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治疗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

溃疡的一般治疗手段!早'晚给予奥美拉唑
$*+

,

'阿莫西林

'*(+

,

及硫酸庆大霉素
4(+

,

各一次#

%

周为
$

个疗程(

$

个

疗程后胃镜检查溃疡面积变化并注意观察并发症情况#根据检

查结果给予雷尼替丁加强治疗(

$&'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方法护理干预#观察组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综合护理干预包括!$

$

&健康教育(患者

入院后根据其文化知识水平和对消化性溃疡的认知水平#采用

不同的方式向其讲解消化性溃疡的相关知识#包括目前临床消

化性溃疡基本状况'病因'预防措施'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等(

同时#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讲解的内容还

应包括卫生宣传教育#让患者多注意个人卫生#防止疾病进一

步传染($

%

&心理干预(消化性溃疡患者溃疡部位多有周期性

疼痛的特点#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交流#注意倾

听患者的感受#以和蔼的口气'诚恳的态度告诉患者消化性溃

疡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基本都能痊愈#消

除患者内心紧张焦虑情绪和沉重的心理负担(多举一些成功

治愈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例子#告诉患者这些成功治愈病例是如

何配合治疗的#增强其治疗的依从性($

8

&合理用药(向患者

讲解所给治疗药物的具体作用'用法用量和不良反应情况#嘱

咐患者及家属一定要遵医嘱用药(通过观察或询问的方式了

解患者用药期间自身感受和疾病变化情况#出现不良反应需及

时给予处理#尽量避免被迫停药(严禁患者在治疗期间服用肾

上腺皮质类固醇'皮质类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及利血平等

致溃疡加重或易诱发出血的药物($

'

&饮食指导(由于消化性

溃疡患者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指导对消化性溃疡

患者显得尤为重要(患者出血期间#饮食应以易消化软食和冷

流质饮食为主%药物治疗期间要多食一些高纤维素食物(指导

患者饮食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饮食中避免含过多碱性成分

的食物#减少因食物刺激导致胃酸过多分泌(特别在疾病发作

期内#嘱咐患者避免喝牛奶'咖啡和浓茶等饮品(鼓励患者养

成合理膳食和规律饮食的好习惯($

*

&出院随访(消化性溃疡

一般住院治疗时间较短#但患者出院后仍需按疗程坚持服药治

疗(患者出院后#应按疗程给患者准备药物#嘱咐患者或家属

定时'定量坚持服用药物#疗程结束后
%

周到医院复查(每
%

周定时电话询问患者病情变化和自身感受等情况(鼓励患者

多做运动#加强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并养成良好的饮食'生

活习惯(嘱咐患者尽量避免服用刺激肠胃的药物#如必须服

用#应同时服用黏膜保护剂(

$&1

!

观察指标
!

所有患者治疗
'

周后行
Sc9

检测幽门螺杆

菌治疗情况#同时采用胃镜观察溃疡部位愈合情况#并观察记

录两组患者在唾液分泌量'烧灼感'反胃'嗳酸'嗳气'恶心'呕

吐等胃肠道症状方面的差异(

$&2

!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

Sc9

呈阴性#胃肠道临床症状消

失#胃镜检测溃疡部位消失#黏膜正常或有局部异常%有效!

Sc9

呈阴性#胃肠道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胃镜检测溃疡部位面

积缩小
*(5

以上%无效!

Sc9

呈阳性#胃肠道临床症状基本无

变化或加重#胃镜检测发现溃疡部位面积缩小不到
*(5

或有

变大现象(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R3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
MiB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疗效比较
!

见表
$

(治疗
'

周后#观察组
$(8

例患者治

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6)&%)5

#完全治愈
*4

例#有效者
'*

例%对照组
08

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0(&405

#完

全治愈
$*

例#有效者
*4

例(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

显效$

,

& 有效$

,

& 无效$

,

& 总有效率$

5

&

观察组
$(0 *4 '* ' 6)&%)

对照组
$(0 $* *4 8' 0(&40

!

%

84&%6 $(&%$ %0&($ 8(&(0

!

%

(&(*

%

(&(*

%

(&(*

%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消化道症状情况比较
!

见表
%

(治疗
'

周后行
Sc9

#并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在唾液分泌量'烧灼感'反

胃'嗳酸'嗳气'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方面的差异(观察组

患者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率为
8&0'5

#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
8$&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胃肠

道症状好转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治疗后两组患者消化道症状情况比较#

,

$

组别
Sc9

阳性

唾液分泌

量减少
烧灼感 反胃 嗳酸 嗳气 恶心 呕吐

观察组
' $($ $$ %$ $( %* 0 *

对照组
8' 0$ '' *% '$ *$ 8$ %6

!

%

%0&($ %)&'% %4&(8 %0&%* %0&%8 %'&'' %%&4) %%&)6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

有研究表明#消化性溃疡发病大多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

关)

'

*

(对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根除幽门

螺杆菌既可以有效治疗溃疡部位#还能预防疾病再次复发)

*

*

(

目前#联合用药是治疗此类消化性溃疡比较理想的治疗手

段)

)

*

(临床上最常用的联合用药是奥美拉唑联合阿莫西林及

硫酸庆大霉素#治疗效果较理想)

0

*

(奥美拉唑是一种弱碱性脂

溶性药物#口服后可分散在胃黏膜细胞分泌小管中#抑制各种

原因引起的胃酸分泌过多(阿莫西林是半合成的青霉素类广

谱抗菌药物#其细胞穿透能力强#且能在酸性环境中稳定发挥

杀菌作用#适合用于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消化性溃疡(

硫酸庆大霉素作为氨基糖苷类广谱抗菌药物#对幽门螺杆菌有

很好的杀灭作用(

8

种药物联合应用#既抑制了胃酸的分泌#

帮助溃疡面恢复#又有效杀灭了幽门螺杆菌#根除疾病根源#是

较理想的治疗手段)

4

*

(

消化性溃疡作为一种身心疾病#患者往往因周期性疼痛内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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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处于一种紧张'焦虑'情绪低落的状态#加上患者自身对疾病

不了解#心理上往往感到恐惧不安#导致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依

从性较差#这也是导致消化性溃疡治愈难的主要原因)

6

*

(此

外#消化性溃疡患者大多有不良的生活或饮食方式#即使疾病

初次发作治愈后#这些不良饮食方式也会导致疾病复发(另

外#一些患者本身缺乏用药知识#常常会滥用药物#当服用一些

刺激胃肠黏膜的药物后#会使病情加重或迁延不愈)

$(

*

(因此#

这就需要临床护理工作者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方式#对消化性溃

疡患者实施护理#帮助患者消除内心恐惧不安'摒弃不良饮食

生活方式'合理膳食'合理用药#从根本上治愈消化性溃疡(

本研究以
%($8

年
)

月至
%($'

年
0

月本院收治的
%$'

例

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

者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0

例(两组患者在给予

目前临床最常用的三联疗法$奥美拉唑联合阿莫西林及硫酸庆

大霉素&治疗消化性溃疡的前提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

观察组给予综合护理干预(结果显示#治疗
'

周后#观察组

$(8

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6)&%)5

#完全治愈
*4

例%对照组
08

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0(&405

#完

全治愈
$*

例(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且经
Sc9

发现#观察组患者检测幽门

螺杆菌感染阳性率为
8&0'5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8$&005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唾液分泌量'烧灼感'反胃'嗳

酸'嗳气'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方面#观察组好转情况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的方法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导

致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实施护理#可有效帮助提高临床上消化性

溃疡的治愈率#减轻患者痛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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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用于皮肤激光美容治疗中的临床效果评价

徐
!

婷!焦亚娟!王晓燕!余丽君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皮肤科
!

0%$((4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探讨皮肤激光美容治疗的有效治疗方案并评价其干预效果'方法
!

选取
%($8

年
6

月
$

日至
%($'

年
$

月
8(

日宝鸡市中心医院的皮肤病患者
)(

例!分为试验组"

8(

例%和对照组"

8(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总结有效护理措施!记录两组患者的焦虑度及满意度'结果
!

试验组患者焦虑评分为"

'6&8%i

0

!

'*

%分!少于对照组患者的"

4%&*)i$(&46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患者满意度"

6)&)05

%!高于对照组的

"

))&)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皮肤激光美容治疗过程中应给予患者科学的护理干预!有助于降低患者焦虑

度!提高患者满意度!临床效果较好!应推广普及'

关键词"护理干预$

!

皮肤激光美容治疗$

!

临床效果评价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76'**

"

%($)

%

$%7$0('7(%

!!

近几年来#激光美容治疗凭借微创性'出血少'高安全性#

在皮肤病的治疗中逐渐成为主流治疗方案)

$

*

(由于激光治疗

影响正常的皮肤生理结构#损伤皮肤基本功能#患者在治疗期

间往往伴有重度焦虑#且治疗后满意度较低)

%

*

(本研究将集中

分析皮肤激光美容治疗的有效治疗方案#对
%($8

年
6

月
$

日

至
%($'

年
$

月
8(

日本院的
)(

例皮肤病患者进行了护理干预

对比分析#获得较为理想的临床效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8

年
6

月
$

日至
%($'

年
$

月
8(

日

本院的
)(

例皮肤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根据护理方式

分为试验组$

8(

例&和对照组$

8(

例&(对照组男
4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6i$%&4

&岁%病程
$

!

$*

个月#平

均$

*&4i$&%

&个月(试验组男
6

例#女
%$

例%年龄
%8

!

*4

岁#

平均$

'*&6i%&4

&岁%病程
$

!

8

个月#平均$

8&)i$&8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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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AI1>.!E;<

!

TG<>%($)

!

U:E&$8

!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