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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用于缓解手术室患者紧张情绪的效果"

朱海娟!吕
!

娜!黄丽华!马秀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麻醉科!石家庄
-/--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对手术室患者采用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后!缓解其紧张情绪的效果&方法
!

选取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
;0.

例!并按其实施手术的先后顺序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

例&予对照组患者手术常

规护理措施!予试验组患者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紧张度缓解情况$焦虑水平及进入手术室前后各项指

标变化情况&结果
!

试验组患者手术室环境满意度"

:.45,R

#$护理质量满意度"

:54+;R

#$紧张度缓解情况"

:/40+R

#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手术室环境满意度"

.:45+R

#$护理质量满意度"

6;4+,R

#$紧张度缓解情况"

..4.6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试验组患者状态焦虑"

3#1̂

#评分("

,,4++704;.

#分)$特质焦虑"

'#1̂

#评分("

0:4+67;4+;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

+64.;7045/

#$"

+04;/704-: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进入手术室后!试验组患者收缩压为"

;;545+7;+4-5

#

88 (

9

$

舒张压为"

6;4+-7;;4//

#

88 (

9

$心率为"

664+57.45,

#次%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结论
!

对手术室患者实施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后!患者的整体满意度有了显著提高!各项指标均能控制在稳定范围内!患者的紧

张度及不良情绪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护理效果较优&

关键词$手术室患者'

!

紧张情绪'

!

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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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60#:+//

"

0-;6

#

-.#-50.#-,

!!

多数患者在进行手术前常有较大的心理负担#究其原因在

于患者对手术相关知识了解度不够#担心术中出现意外#忧虑

麻醉方式#对实施手术的医生及手术效果存在疑虑等)较大的

心理压力可直接表现在患者的各项指标上#如心率加快#血压

骤升等#导致手术延期或暂停#即便继续实施手术#也可对手术

效果及术后康复产生不良影响'

;#0

(

)因此#对手术室患者实施

优质护理服务#帮助其缓解紧张不安等不良情绪至关重要)巡

回无缝隙护理模式是近年来开始应用于临床中的新型护理服

务模式'

,

(

)本研究对在本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0.

例患者分别

给予常规护理及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对其临床效果进行比

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本院接受

手术治疗的患者
;0.

例#按其实施手术的先后顺序分为试验组

与对照组两组#每组各
.,

例)试验组中男
+;

例#女
00

例&年

龄
0-

!

6;

岁#平均$

+/4-/704:-

%岁&骨科手术
0+

例#妇科手

术
;;

例#普外科手术
05

例)对照组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0;

!

5-

岁#平均$

/-4-;7-4:6

%岁&骨科手术
,;

例#妇科手术

;.

例#普外科手术
;.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手术类型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

;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调

查研究#依从性较好#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0

%患者具备良好

的沟通接受能力#配合度较高)$

,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状态较

好)排除标准!$

;

%意识障碍*昏迷或急诊入院者)$

0

%神经*精

神疾患#年老体弱*不能耐受手术者)

$4/

!

方法
!

予以对照组患者手术常规护理措施#具体操作方

法如下!告知患者术前
;L

应禁食禁饮#建立静脉通路#遵医嘱

补液#提供营养支持&根据患者手术类型的不同#及时做好术前

准备#如清洁灌肠*备皮*留置导尿等&术前所有首饰应摘除#掌

握患者基本资料#如有义齿或曾实施过手术者#应告知相关手

术人员&医护人员术后应护送患者至病房内)予以试验组患者

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

%应建立
,

个责任

制全程无缝隙管理小组#严格执行
5!

在岗*

0+!

负责制的巡

回无缝隙排班#准确无遗漏地对患者实施护理服务)$

0

%术前

详细了解患者的基本资料#如既往史*过敏史*拟行手术名称及

相关术式*麻醉方式*各项指标等#同时还应观察患者是否处于

紧张*焦虑*不安等心理状态#根据掌握的资料内容#及时予以

心理疏导#告知其手术相关内容*麻醉方式*实施手术的医生*

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可为其讲解手术成功的例子#以帮助

其建立手术成功的信心#减轻心理压力)$

,

%根据手术类型及

拟行的术式做好相关术前准备#如调节好手术室内湿度

$

+-R

!

.-R

%*温度$

00

!

0/V

%#备好手术器械*手术衣*静脉

+

.0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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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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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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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注液体等)每台手术应确保有
0

名巡回护士陪同#

;

名负责

辅助医生#及时提供所需物品)另
;

名负责观察患者的生命体

征*一般状态#及时与其沟通交流#以帮助其缓解不适症状#调

节情绪等)$

+

%术中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静脉通路是否通畅#

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是否有异常波动等#及时备好急救物品)

$

/

%手术结束后#及时清点手术器械及纱布的数量#准确无误后

方可进行交接#术后由巡回护士护送至病房#并对患者及其家

属再次进行术后宣教#讲解相关注意事项等)$

.

%将患者送至

病房后#护理人员应密切监测患者术后病情变化*各项指标情

况等#一旦出现异常#应立即通知医生)

$4'

!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紧张度缓解情况*焦

虑水平及进入手术室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情况#并做统计学分

析)评价患者的满意度!由医院专业小组自制
;

份满意度调查

问卷#在患者实施手术后第
,

天对其进行评估#主要包括护理

服务质量及手术室环境两大项)评价患者紧张度缓解情况!在

实施护理干预前及手术当天#采用知觉压力量表对患者进行评

估#观察其紧张度缓解情况)评价患者焦虑水平!实施护理干

预前后#采用状态焦虑$

3#1̂

%量表及特质焦虑$

'#1̂

%量表#对

患者的焦虑水平进行评估#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表

明患者焦虑情况越严重#反之则较轻)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33;: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F7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0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及紧张度缓解情况对比
!

试验组患者

手术室环境满意度$

:.45,R

%*护理质量满意度$

:54+;R

%*紧

张度缓解情况$

:/40+R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4-/

%)见表
;

)

/4/

!

两组患者的焦虑水平对比
!

实施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

焦虑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实施护理干预

后#试验组患者
3#1̂

评分为$

,,4++704;.

%分#

'#1̂

评分为

$

0:4+67;4+;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3#1̂

评分'$

+64.;7

045/

%分(*

'#1̂

评分'$

+04;/704-: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0

)

表
;

!!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及紧张度缓解情况对比(

-

%

R

&)

组别
-

满意度

手术室环境 护理质量
紧张度缓解

试验组
., .;

$

:.45,

%

.0

$

:54+;

%

.-

$

:/40+

%

对照组
., ++

$

.:45+

%

+/

$

6;4+,

%

+0

$

..4.6

%

!

0

;.4/; ;64:; ;.4.5

!

$

-4-/

$

-4-/

$

-4-/

表
0

!!

两组患者的焦虑水平对比%

F7D

'分&

组别
-

3#1̂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1̂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试验组
., .04,;7,400 ,,4++704;. /040/704.- 0:4+67;4+;

对照组
., .;4/.7,4,0 +64.;7045/ /,4-+70466 +04;/704-:

< ;40: ,;4+/ ;4./ ,:4:0

!

&

-4-/

$

-4-/

&

-4-/

$

-4-/

/4'

!

两组患者进入手术室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

进入

手术室前#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进入手术室后#试验组患者收缩压'$

;;545+7;+4-5

%

88(

9

(*舒张压'$

6;4+-7;;4//

%

88 (

9

(*心率'$

664+57

.45,

%次"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进入手术室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F7D

&

组别
-

收缩压$

88(

9

%

进入手术室前 进入手术室后

舒张压$

88(

9

%

进入手术室前 进入手术室后

心率$次"分%

进入手术室前 进入手术室后

试验组
., ;;;4+67;,4/. ;;545+7;+4-5 .:45/7;04.. 6;4+-7;;4// 6+4;:7/4/0 664+57.45,

对照组
., ;;-4:/7;+4-; ;0+4+.7;/4;6 .:4667;04.; 6/4:67;,465 6+4+,7/4/; 5046+7.4.;

< -40; 04;. -4-+ 04-0 -40+ +4,:

!

&

-4-/

$

-4-/

&

-4-/

$

-4-/

&

-4-/

$

-4-/

'

!

讨
!!

论

手术是临床中常见的有创性治疗手段#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和不可预估性#同时#手术室完全安静*封闭的环境极易给患者

心理及生理上带来极大负担#继而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患者

情绪上容易出现紧张*焦虑*不安等#各项指标处于异常波动状

态#对术中麻醉及术后康复效果均造成极大影响'

+#/

(

)因此#术

前及时给予针对性护理措施#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是取得理

想术后效果的关键)

近些年来#随着患者对护理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临床上

开始采纳并实行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巡回无缝隙护理属于

一站到底*贯彻始终式护理模式#是现代护理管理模式中的新

突破#通过为手术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

查找漏洞#继而解决问题#及时堵漏#是持续改进并调整护理工

作的一种护理手段'

.#6

(

)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的最终目标是确

保整个护理服务过程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加强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5

(

)本研究中#试验组患者手术室环

境满意度*护理质量满意度*紧张度缓解情况等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说明通过术前对手术相

关知识的讲解#加强沟通与健康教育后#患者的紧张心理有了

显著改善#能够更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手术#安全性更高'

:

(

&

同时#术前与术后护理人员均陪同在患者身旁#及时提供人文

关怀#拉近彼此距离#给予心理安慰#能够增加病患的安全感及

认同感#最终提高患者整个住院期间的护理满意度'

;-

(

)表
0

结果可知#实施护理干预后#试验组患者
3#1̂

及
'#1̂

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说明巡回无缝

隙护理模式更注重术前的评估与讲解#针对患者术前的需求及

心理状态#及时解答#耐心进行心理疏导#可有效缓解患者焦

虑*不安*烦躁等不良情绪#避免因情绪波动较大影响手术效

果#有效增加了手术成功率#提高了手术室整体护理质

量'

;;#;0

(

)从表
,

结果中可知#进入手术室后#试验组患者各项

+

60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GSCL$=@A

!

SEFM!0-;6

!

T<=4;+

!

2<4.



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说明实

施常规护理后#患者术前指标未能达到手术适应证#导致手术

延期#不但降低了整体工作效率#对患者的病情及术后康复效

果也均产生了极大影响'

;,

(

&而采用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可有

效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指标变化及术中并发症

的发生#有效降低了劳动强度)护理人员更加重视预见性护理

准备#能够更好地合医师完成整台手术#使手术取得预期效果#

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患者的期望值'

;+#;/

(

)

综上所述#实施巡回无缝隙护理模式可明显缓解患者紧

张*焦虑等不良情绪#避免因各项指标波动较大而导致手术延

期或术中出现其他并发症等#有效提高了整体护理质量#作用

效果显著#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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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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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四冲穴,阴中隐阳刺法联合自拟中药益肾化痰汤治疗脑卒中后失语症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为临床治

疗提高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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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玉田县中医医院内科住院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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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

例!

两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和护理!对照组实施
3M!IC==

语言训练!观察组针刺+四冲穴,阴中隐阳刺法!选择关冲穴$太冲穴$神门穴以

及中冲穴!自拟中药益肾化痰汤进行治疗!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

试验组基本痊愈率"

;54-R

#和有

效率"

:04-R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基本痊愈率"

+4-R

#和有效率"

.04-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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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汉语标准失

语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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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均得到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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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患者
$%%$1U

各分项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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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两组患者在治疗中均未出现无明显不良反应情况&结论
!

中草药是以益肾化痰为主!针刺以通络为

主!以益肾化痰通络之法治疗脑卒中失语!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无明显不良反应!具有使用价值&

关键词$缺血性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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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是指脑供血动脉狭窄引起的脑组织坏死#临

床致残率和致死率很高#生存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失语症#发

病率在
0;R

!

,5R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

)当前在脑卒

中后失语治疗中#尚无特效治疗方法)有研究指出#针刺治疗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大脑网络系统#改善患者语言功能)本研究

针对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采取/四冲穴0阴中隐阳刺法联合自

拟中药益肾化痰汤治疗#取得很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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