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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循证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智能发育的影响

赵友谊!张晓兰!丁
!

敏!卢林阳!芦玮玮

"安徽省儿童医院!合肥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循证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U

#智能发育的影响&方法
!

选取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该院新生儿科治疗的
60

例
(̂U

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

护理!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干预&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运动发育指数"

&)̂

#$智能发育指数"

S)̂

#及智能发育商数"

)d

#&

结果
!

"

;

#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

:045/R

#明显高于对照组"

6.4;: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

>+4+/:

!

!

$

-4-/

#'"

0

#

&)̂

与
S)̂

评分比较*

.

月龄及
;0

月龄时!观察组患儿
&)̂

$

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0

#

)d

评

分比较*

.

月龄及
;0

月龄时!观察组语言$精细运动$大运动及适应性行为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结论
!

循证护理干预有助于促进
(̂U

患儿运动功能及智能发育!改善患儿预后&

关键词$新生儿'

!

缺氧缺血性脑病'

!

循证护理'

!

智能发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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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60#:+//

"

0-;6

#

-.#-5+;#-,

!!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U

%是指围生期胎儿$新生儿%

窒息*缺氧引起的脑缺氧缺血性损伤#是导致围生儿死亡的原

因之一#幸存的
(̂U

患儿可因神经系统永久性损伤导致脑瘫*

癫痫及智力发育低下等后遗症'

;

(

)加强胎心监测*减少新生儿

窒息是预防
(̂U

发生的主要方法)循证护理是一种在充分了

解患者病情#查阅相关文献*病例的基础上#为患者制订最佳

的*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0

(

)国内外相关循证护理的文献报道很

多#但大多数护理研究都以改善
(̂U

患儿预后为主'

,

(

#关于循

证护理干预对
(̂U

智能发育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采取随机

对照研究方法#探讨循证护理对
(̂U

智能发育的影响)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本院新

生儿科治疗的
60

例
(̂U

患儿#所有患儿均符合
(̂U

的诊断标

准#排除先天性疾病*颅内感染及合并遗传代谢性疾病患儿)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儿家长均知情同意)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观察

组!男
06

例#女
:

例&胎龄
,6

!

+0

周#平均$

,:4+.7-4/0

%周&

出生体质量
0//-

!

+;,-

9

#平均$

,/.-40-705/4,-

%

9

&

1

N9

EF

评分
,

!

6

分#平均$

/4.,7;406

%分)对照组!男
0:

例#女
6

例&胎龄
,6

!

+0

周#平均$

,:4/-7-4+5

%周&出生体质量

0.;-

!

+-5-

9

#平均$

,/0-4,-70:.4;-

%

9

)两组患儿性别*

胎龄*出生体质量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

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

两组患儿均给予抗感染*脱水降低颅内压*控制惊

厥及营养脑细胞等对症支持治疗)对肢体活动障碍*怀疑脑瘫

患儿给予穴位针灸*按摩及其他物理疗法辅助治疗)对照组患

儿给予常规护理#包括迅速纠正低氧及保暖#供给适量葡萄糖#

严密观察病情#防止呕吐物反流引起吸入性肺炎#合并症的护

理#预防和控制感染#心理护理等)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实施循证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4/4$

!

建立循证护理小组
!

由新生儿科护士长担任循证护理

小组组长#由
/

名具有
/

年以上新生儿科护理经验的护士担任

小组成员#并经过循证护理系统培训*考核合格)

$4/4/

!

病情评估与制订护理方案
!

(̂U

患儿入院后#循证护

理小组护士即对患儿病情进行初评#采用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

评分法判断患儿病情程度#针对
(̂U

患儿的护理需求#通过查

阅相关参考文献*数据库#以及成功案例#依照患儿的胎龄与生

理状况#筛选*评估并制订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方案#并在执行过

程中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护理方案#待患儿病情稳定后进

行干预)

$4/4'

!

护理实施
!

$

;

%皮肤抚触!包括对患儿手足*头面*躯干

进行抚摸)首先将患儿安置仰卧位#抚触从上至下轻柔地按摩

患儿头*面*颈*胸*腹等处皮肤#随后将患儿安置俯卧位#同法

按摩患儿头*背*臀及下肢皮肤)每次按摩
;-

!

;/8@A

#早晚各

;

次)按摩时注意保持室温在
0/

!

05V

#同时指导并教会患

儿母亲掌握正确的皮肤抚触手法)$

0

%被动运动锻炼!帮助患

儿被动运动改善肌张力#护士轻轻握住患儿手脚#被动帮助患

儿反复屈伸上下肢#并有意识地锻炼患儿的四肢活动能力)每

侧肢体各拉伸
,

!

/8@A

#每次被动锻炼
;/

!

0-8@A

#

0

次"天)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GSCL$=@A

!

SEFM!0-;6

!

T<=4;+

!

2<4.



$

,

%感官刺激!依据婴幼儿发育规律#根据患儿的月龄大小进行

视*听*触刺激#如晃动不同颜色的彩带或玩具引导患儿视力跟

随#播放儿童歌曲或经典音乐锻炼患儿听力#鼓励母婴亲密接

触#提高患儿安全感&进行出院指导#嘱家长多带患儿和外界接

触#提高患儿社会适应性)

$4'

!

观察指标

$4'4$

!

运动发育指数$

&]̂

%及智能发育指数$

S)̂

%

!

.

月龄

和
;0

月龄时#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儿童发展中

心$

$)$$

%设计的
$)$$

婴幼儿智能发育检查量表评估患儿

&)̂

和
S)̂

'

+

(

#

&)̂

包括身体控制程度*大肌肉运动*手指精细

操作能力等
.;

个条目#

S)̂

包括适应性行为*语言能力*探索

能力等
;0;

个条目)分值越高#运动功能与智能发育越好)量

表经国内专家检验#

$F<AGEM!g

#

系数为
-46//

!

-450.

)

$4'4/

!

智能发育商数$

)d

%

!

.

月龄和
;0

月龄时#采用
)d

进

行评估#包括语言*精细运动*大运动及适应性行为
+

个方面)

)d

&

5-

分表示智能发育正常#

6-

!

5-

分为边缘状态#

)d

$

6-

分表示智能发育异常'

/

(

)

$41

!

临床疗效
!

参照
)E=@=@

等'

.

(拟定的疗效评价标准)显效

为患儿
;

周内意识*反射及吮奶能力完全恢复#肌张力正常&有

效为患儿
0

周内意识*反射及吮奶能力得到恢复#肌张力较正

常儿减弱&无效为治疗
0

周患儿病情无好转甚至加重)总有

效
>

显效
h

有效)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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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

观察组显效
0-

例#有效
;/

例#总有

效率为
:6400R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R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0

>+4+/:

#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

%

R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0-

$

/+46.

%

;/

$

+-4+5

%

;

$

64;+

%

,:

$

:045/

%

对照组
,. ;/

$

+045.

%

;0

$

,,4,,

%

:

$

0,45;

%

,0

$

6.4;:

%

/4/

!

两组患儿
.

*

;0

月龄的
&)̂

*

S)̂

评分比较
!

两组患儿

;0

月龄的
&)̂

*

S)̂

评分明显高于
.

月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4-/

%&观察组患儿
.

*

;0

月龄的
&)̂

评分和
S)̂

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0

)

表
0

!!

两组患儿
.

"

;0

月龄
&)̂

"

S)̂

评分比较%

F7D

'分&

组别
-

&)̂

.

月龄
;0

月龄

S)̂

.

月龄
;0

月龄

观察组
,.

6:4+-7;+405

G

554;/7;.4+5

EG

5+46.7;/4.:

G

:04+.7;5400

EG

对照组
,. 6-4;57;,4.,

654+67;+4:,

E

604.,7;+4;;

6+4/:7;+4.5

E

< ,4-06 0450; ,460/ +4:/-

!

$

-4-/

$

-4-/

$

-4-/

$

-4-/

!!

注!与同组
.

月龄比较#

E

!

$

-4-/

&与对照组比较#

G

!

$

-4-/

)

/4'

!

两组患儿
.

*

;0

月龄的
)d

评分比较
!

;0

月龄时#观察

组患儿的语言*精细运动*大运动及适应性行为评分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
.

"

;0

月龄的
)d

评分比较%

F7D

'分&

组别
-

月龄 语言 精细运动 大运动 适应性行为

观察组
,. .

个月
5.4,+7+4/.

G

:-4,07,4+/

G

554./7/4,+

G

5.4+/7.4/+

G

;0

个月
:.4,+7/40,

EG

:54-;7/4+6

EG

:/4,:7/46.

EG

:,4;57/4/:

EG

对照组
,. .

个月
5,40.7+4,/ 5/4;07+4/5 5,4+/7/4,0 5;4,.7/4,0

;0

个月
5540.7/4;.

E

5:46.7/40:

E

5.4057+4:6

E

5/4.67/46+

E

!!

注!与同组
.

月龄比较#

E

!

$

-4-/

&与对照组比较#

G

!

$

-4-/

)

'

!

讨
!!

论

!!

(̂U

是由于围生期新生儿窒息引发的脑血流降低*缺氧#

致使胎儿和新生儿脑部严重损伤#病死率和伤残率极高'

6

(

)在

(̂U

护理过程中#传统护理多根据医嘱或护士临床经验进行

护理干预#不能根据患儿特征进行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护理效

果受到影响)但新生儿时期脑部发育具有极高的可塑性#一部

分神经细胞死亡后#另一部分母神经细胞可得到再生'

5

(

)

;::;

年加拿大学者
[I

K

EDDD

建立基于/证据规律0的循证医学模式#

有学者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提出循证护理概念#指出在临床护

理实践过程中#应正确全面地认识患者所患疾病#通过寻求和

理解最佳证据#联系患者实际#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取得最

佳的护理效果'

:

(

)对
(̂U

患儿实施循证护理#对患儿进行运

动和感觉干预#能促进受损的神经细胞逐渐恢复正常)张玉

芹'

;-

(对
(̂U

患者应用循证护理的总有效率为
:-4-:R

)本研

究中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045/R

#高于对照组#证实循证护理

能提高
(̂U

患儿的临床疗效)

新生儿时期脑部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高的可塑性)以小

儿生长发育特点为基础#依据循证护理的原理制订护理方案#

早期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可改善大脑细胞的能量代谢#降低

神经细胞凋亡因子的浓度#控制或减轻脑细胞凋亡#从而有效

减轻脑损伤程度'

;;

(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对
(̂U

患儿进行皮

肤抚触*按摩*肢体被动锻炼及感官刺激#能刺激母神经细胞再

生#有利于患儿大脑受损的神经细胞逐渐恢复及正常发育&被

动运动等康复手段能够改善患儿肌张力#促进肌肉运动的协调

性&良好的运动又可促进患儿大脑神经的生长#促进患儿智力

发育'

;0

(

#减少智力低下发生率#改善患儿预后)本研究中#观

察组患儿
.

*

;0

月龄的
&)̂

和
S)̂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提示循

证护理有助于促进
(̂U

患儿运动及智能发育)

)d

是小儿语言*运动等发育程度的综合指标)通过循证

护理#护理人员充分了解
(̂U

患儿脑瘫*癫痫*智能发育落后

发生的原因#并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实施抚触按摩刺激患

儿神经末梢感知功能#通过被动运动降低肌张力#激发患儿运

动功能#通过视*听感官刺激让患儿逐渐适应外界环境)本研

究中#

.

*

;0

月龄时#观察组患儿的语言*精细运动*大运动及适

应性行为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提示循证护理能促进
(̂U

患儿

智能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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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循证护理有助于促进
(̂U

患儿的运动及智能

发育#提高治疗效果)但正如栗绪娥等'

;,

(所言#

(̂U

患儿的护

理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早期对家长进行宣教#提高家长

护理水平#保障
(̂U

患儿在院外得到持续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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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基于
YEA<

模型的乳腺癌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分析

陈
!

莉!罗
!

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乳腺外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和分析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化疗期间支持性照护需求现状!探讨改进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的

措施&方法
!

自行设计基于
YEA<

模型的乳腺癌化疗患者化疗期间支持性照护需求调查问卷!对
;0-

例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问

卷调查!运用
YEA<

模型分析方法确定支持性照护需求服务属性&结果
!

必备质量$期望质量$魅力质量和无差异质量分别有
+

项$

;/

项$

/

项和
;

项&必备质量包括安全舒适的就医环境和告知化疗药物的相关知识等&期望质量排前
,

位的是介绍手术相关

知识$医护人员的尊重以及医疗过程知情同意&在魅力质量中排在前
,

位的是化疗间歇期电话随访$心理疏导和患友交流&满意

影响力和不满意影响力的衡量数值较高的项目
YEA<

属性大多为期望因素&结论
!

医护人员应努力做到给予患者舒适的就医环

境!介绍相关知识!给予患者应有的尊重且做到医疗过程知情同意!使患者满意!再通过提供化疗间歇期的电话随访$心理疏导和

患友和谐交流的环境!吸引患者!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关键词$

YEA<

模型'

!

支持照护需求'

!

乳腺癌'

!

化疗患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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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将支持性照顾定义为为了促进患者

的舒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采取的预防和缓解并发症的各

种措施'

;

(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断提高#预测患者支持性

照护需求#主动提供服务#是做好患者护理工作#提升患者满意

度的重要基础内容)乳腺癌是发达国家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0

(

#

目前也成为中国广大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

(

)其最常见的治疗

方式为手术*化疗和放射性治疗)手术切除病灶后#身体的疤

痕给患者$尤其是年轻女性患者%带来极大心理和视觉冲击#且

化疗药物的运用也严重损害患者的生理及心理健康)为探讨

乳腺癌化疗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更好地指导医院临床护理工

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护理服务效果#本研究设计了
YEA<

模型乳腺癌化疗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调查问卷#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乳腺癌

术后化疗患者
;0-

例作为调查对象)均为女性#年龄
05

!

60

岁#平均$

+640/7546.

%岁#平均化疗次数
/4/

次#文化程度高

中及以下
5:

$

6+R

%人#高中以上
,;

$

0.R

%人)纳入标准!意识

清楚*具有沟通能力*年龄大于
;5

岁的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

排除标准!非化疗患者*新辅助化疗患者*认知缺陷*不识字及

不合作者)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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