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C

*

2,A,>K+K2

#

:B+

R

B/

#

g,*>>,Z

#

*>,A$(TBAP>KB+BL@ABBS

5

?*==P?*,+SONBA*=>*?BAK+=>,

R

*"N

M5

*?>*+=KB+

!

?BA*BL

,P>B+BJKO+*?TBP==

M

=>*J ,O>KTK>

M

)

d

*

$d .

M5

*?>*+=

#

#&&G

#

#I

$

H

&!

"EH%7"E8"$

)

"&

*毛逸艳
$G%

岁以上社区老年居民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d

*

$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

#

"I

$

E

&!

EGC7EH&$

)

""

*王永军#黄榕罛#周旭晨#等
$

女性冠心病临床特征与冠状

动脉病变特点分析)

d

*

$

河北医药#

#&""

#

EE

$

"G

&!

#I&%7

#I&H$

$收稿日期!

#&"G7&E7"%

!!

修回日期!

#&"G7&G7&"

&

#

!

通讯作者#

(7J,KA

!

G&"#GHC#G

$UU

$OBJ

(

!临床探讨!

延续性护理在门诊癫痫儿童中的应用

聂
!

珊!贾秀英#

"贵州医科大学!贵阳
%%&&&I

$

!!

摘
!

要"目的
!

提高癫痫儿童家长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维持患儿血药浓度稳态!促进患儿复诊的规范性&方法
!

将
8#

例服用

丙戊酸钠治疗癫痫的患儿随机分为延续护理组和对照组!延续护理组提供个性化延续性护理服务!包括建立健康档案%复诊及注

意事项提醒%成长与药物追踪%建立沟通平台%疾病知识宣传等&以家长对疾病知识掌握情况%血药浓度控制情况%计划外复诊率

为评价指标&结果
!

延续护理组患儿家长对疾病知识的掌握得分优于对照组!血药浓度控制情况更佳!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K

%

&$&%

$!延续护理组计划外复诊率低于对照组&结论
!

延续性护理对门诊癫痫儿童有明显的健康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治疗

的规范性&

关键词"延续性护理#

!

癫痫#

!

儿童#

!

血药浓度#

!

门诊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GH#7CI%%

"

#&"G

$

"87#GEE7&#

!!

癫痫是一种由脑内神经元反复发作性异常放电所引起的

突发性和一过性脑功能障碍)

"

*

#严重危害着患儿的身心健康#

除癫痫持续状态或难治性癫痫外#大多数患儿在门诊确诊后一

般不需住院便可制定用药方案带药回家#但由于大多数患儿家

长缺乏具体的健康知识#部分患儿回家服药后若短时间内未再

发作#按时复诊的依从性较差#造成患儿的用药信息不清晰$如

血药浓度维持不稳定'发生药物副作用等&或脑电图监测不及

时等#阻碍了医生对病情进展的判断#长期如此可导致癫痫再

次发作(为此#本院尝试对部分门诊癫痫儿童提供延续性护理

服务#旨在提高家长对疾病知识的了解'促进患儿治疗的规范

性#从而更好地控制病情#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G

月于本院儿科门诊初次确

诊为癫痫并使用丙戊酸钠$

Z21

&作为主要用药的患儿(纳入

标准!$

"

&接受治疗方案%$

#

&居住地在医院辐射范围内且固定%

$

E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治疗期间发生重大变故不能参与

研究者%$

#

&已开始规范化治疗大于
"

年且家长已掌握复诊时

间的患儿(共
8#

例患儿列入研究#年龄
#

'

C

岁#男孩
I8

例#

女孩
EI

例(延续性护理组与对照组患儿对比一般资料$年龄'

性别'发作类型'家庭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

$$/

!

方法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延续性护理组和

对照组#两组均在门诊就诊时由医生交代服药注意事项和复诊

时间#以及癫痫的急救措施($

"

&延续性护理组#制定个性化的

延续性护理服务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

建立健康档案#患儿就

诊后
"

周'

"

个月'

E

个月'

G

个月由研究人员主动打电话询问

患儿病情并由专业人员给与建议%

-

提醒随访时间'指导家长

在患儿检测血药浓度的当天上午不能服任何药物#以免影响检

查结果#禁食禁饮以便一同抽血检查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判断

是否发生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

.

每月初指导家长正确为患儿

称体重#了解患儿体重变化及癫痫控制情况#提供门诊复诊调

整药物的建议%

2

教会或协助患儿家长在复诊前进行网上预

约#避免门诊挂号已满造成患儿及家长在路途上浪费时间和精

力%

3

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提供儿童心理行为培养指导资料#必

要时对患儿进行家庭访视%

4

通过网络
jj

'微信'短信的形式

发送癫痫相关知识#包括急救处理'相关检查的目的和时间'患

儿的活动和行为培养等($

#

&对照组#患儿门诊就诊时行常规

健康宣教$包括用药知识'复诊时间与项目'急救知识等&#在医

嘱的复诊时间过后
"

个月仍未复诊的患儿打电话询问失访原

因#并提醒复诊(若患儿在研究期间转向他院治疗#则终止本

院的延续护理服务(

$$'

!

评价标准

$$'$$

!

患儿家长健康知识得分
!

自制癫痫儿童家庭疾病知识

调查问卷#内容由病情的记录与观察'药物使用方法'急救知

识'复诊的时间及意义
I

个维度共
"%

个小题组成#分别于初诊

时和干预
G

个月后复诊时发放给患儿家长填写(各小项根据

家长的答案分别给予
&

分$错误&'

"

分$部分正确&'

#

分$完全

正确&#总分
E&

分(该问卷经过信度测试#

3?B+@,ON̂=

"

系数

为
&$HG

(评分越高#说明知识掌握情况越好(对不能阅读的

家长采用通俗语言提问的方式作答(

$$'$/

!

血药浓度
!

Z21

血药浓度$谷值&参考值为
%&

'

"&&

%

R

"

J:

#干预
G

个月后对复诊的两组患儿对比其血药浓度$谷

值&控制情况(

$$'$'

!

门诊复诊性质
!

对比两组患儿门诊随访次数及时间#

是否发生了计划外的复诊$如对与疾病有关的知识或养育知识

存在疑问而再次复诊询问&(

$$1

!

统计学处理
!

将原始数据录入
'2''"H$&

统计软件#计

量资料用
Oh9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H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

百分比描述#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

a&$&%

#以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E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G

年
C

月第
"E

卷第
"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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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J@*?#&"G

!

ZBA$"E

!

0B$"8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家长对疾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

实验组与对照

组患儿家长健康知识得分
G

个月后均有提高#同组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

&#干预
G

个月后延续性护理组患儿家长

对疾病健康知识的掌握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家长对疾病健康知识掌握

!!!

得分对比#分%

Oh9

$

组别
7

初诊时
G

个月后

延续护理组
I" "G$#%"hI$EG# #E$H&%h#$%CE

"+

对照组
I" "G$E"8hI$E## "C$CHHhE$EII

"

!!

注!与本组初诊时比较#

"

K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K

%

&$&"

(

/$/

!

两组患儿丙戊酸血药浓度$谷值&控制状况
!

干预后延续

性护理组有
"

例患儿
Z21

血药浓度未控制在参考值范围内#

对照组有
H

例患儿未控制在参考值范围内#两组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丙戊酸血药浓度#谷值$控制状况对比#

7

$

组别
7

%

%&

%

R

"

J:%&

'

"&&

%

R

"

J:

&

"&&

%

R

"

J: ,

延续护理组
I" & I& " #̀$I8&

"

对照组
I" E E# I

!!

注!

"

K

%

&$&%

#与对照组比较(

/$'

!

复诊情况
!

延续性护理组患儿有
G

例$

"I$GED

&出现计

划外复诊#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H

例$

I"$IGD

&(经查证对照组

有
G

例患儿是因复诊当天上午抽血前服过药物或忘记禁食禁

饮不能配合相关检查造成重新准备的计划外复诊(

'

!

讨
!!

论

!!

延续性护理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与设计用以保证患者在

同一健康照护场所$如医院各科室&或不同的健康照护场所$如

从医院到家庭&接受到不同水平的连续性与协作性的照护)

#

*

(

有研究认为#父母对癫痫的态度和认识可能对患儿的生活质量

造成很大影响)

E7I

*

#对疾病知识的了解是控制患者依从性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对延续护理组患儿家长通过网络'短信等形式

发送急救处理'相关检查的目的和时间'患儿的活动和行为培

养等健康知识(结果显示#干预后延续性护理组患儿家长对疾

病知识的知晓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与已有类似研究)

%

*结果一

致#表明延续护理有助于促进患儿家属的照护能力和健康

行为(

服用抗癫痫药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常用抗癫痫药物大多

从小剂量开始#每周或每隔周逐渐增量#在服药过程中需要定

期监测血药浓度#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须实时调药物整剂量(

常用的抗癫痫药物主要从肝'肾代谢#不良反应有肝肾功能损

害或血小板减少等(一些家长不忍心让孩子抽血#认为只要癫

痫发作得到控制便无需检查#而血药浓度过低可能造成发作控

制达不到最佳效果#过高则是对药物的浪费#且会增加发生药

物毒副作用的风险)

G

*

#超过
"#&

%

R

"

J:

时可出现明显不良反

应#故在药物达到标准剂量后检测血药浓度是保证药物治疗安

全有效的重要措施(本研究跟踪延续护理组患儿的体重和成

长情况#提供调整药物剂量与复查提醒服务#结果显示延续性

护理组仅有
"

例出现了血药浓度为
"&C

%

R

"

J:

稍高于标准值

的情况#对照组有
H

例患儿血药浓度不在参考值范围内#表明

延续性护理能够从侧面强化患儿家长合理用药'定期抽血检查

的行为#增强患儿家属的依从性#有助于患儿更好地控制癫痫

发作'预防药物不良反应(

目前延续性护理已在我国广泛开展#大多针对出院患者#

在门诊患者中的应用较少#从定义上来说延续性护理并不局限

于住院后的患者#扩大延续护理的应用范围是提高整体医疗服

务水平的要求(我国门诊人流量大#许多慢性病患者并不住

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医护人员的嘱托逐渐淡忘'依从性降低

而导致治疗失败)

H

*

#研究中延续护理组的患儿在检查前几天即

有护理人员提醒复诊相关注意事项#复诊准备不符要求的概率

较对照组大大降低(干预者通过跟踪随访'建立沟通网络的方

式解答患儿家长的部分疑问#通过电子传输的方式将医学信息

和健康促进策略远程供给服务对象#免去了患者为简单的问题

多次回医院进行询问的劳作之苦)

8

*

#避免了患者在时间和经济

上的浪费#同时也节约了医生的部分时间和精力#有助于提高

整体运作效率)

C

*

(我国社区医疗设备与服务尚不成熟的条件

下#延续性护理是患者在离开医院后不与医疗脱节的重要

保证(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能够提高患儿家长的健康知识水

平#对门诊癫痫儿童有明显的健康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治疗

的规范性'维持患儿血药浓度稳态#控制疾病发作#减轻患儿家

庭经济负担(建议对部分门诊患者开展延续性护理#延长门诊

护理服务的时效性(

为严格控制两组患儿治疗信息保证研究结果可靠#本次研

究只将服用丙戊酸钠$

Z21

&的患儿列为研究对象#病例数较

少#具有一定局限性(

参考文献

)

"

* 沈晓明
$

儿科学)

X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EC&$

)

#

*

2BW*?=d'

#

3BQg

#

cBP+

R

d

#

*>,A$3?K>KO,A

5

,>NW,

M

=

!

KJ7

5

A*J*+>,>KB+BL>N*3BA*J,+3,?*6?,+=K>KB+=2?B

R

?,JK+

K+SKTKSP,A=NB=

5

K>,AKV*SWK>NOB+

R

*=>KT*N*,?>L,KAP?*

)

d

*

$d

1J)*?K,>?'BO

#

#&"I

#

G#

$

"#

&!

#II#7#III$

)

E

* 陈亮#江琳
$

癫痫患者院前发作意外伤及相关因素调查

)

d

*

$

护理学杂志#

#&"I

#

#C

$

H

&!

E87EC$

)

I

* 孙悦#周农
$

父母教养方式与特发性癫痫儿童行为问题的

相关性分析)

d

*

$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E

#

I8

$

H

&!

HCI7

HCG$

)

%

* 唐秀纯#龚唯鸣#陈素文#等
$

网络平台在儿科呼吸系统疾

病延续护理的干预分析)

d

*

$

临床护理杂志#

#&"%

#

"I

$

I

&!

"I7"G$

)

G

* 黄成坷#王增寿#周伶俐
$

丙戊酸钠血药浓度监测对治疗

儿童癫痫的临床意义)

d

*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

E#

$

C

&!

H"&7H"#$

)

H

* 丁玉艳
$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出院糖尿病患者口服降糖药

的影响)

d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

#

"&

$

##

&!

E&G&7E&G#$

)

8

* 张妍#皮红英
$

术后延续性护理服务应用的研究进展)

d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G

$

#C

&!

E%C%7E%CG$

)

C

* 魏春岚#王园园#刘砚燕#等
$

移动医疗领域智能手机健康

管理的研究进展)

d

*

$

护理学报#

#&"I

#

#"

$

"#

&!

87""$

$收稿日期!

#&"G7&E7""

!!

修回日期!

#&"G7&G7""

&

+

IE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G

年
C

月第
"E

卷第
"8

期
!

:,@X*S3AK+

!

'*

5

>*J@*?#&"G

!

ZBA$"E

!

0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