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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5

#

&)%"

#

%&'

$

9

&!

"6*/"66(

)

$

*

dG7GhGa<B

#

YGFEO7CFCY

#

YGFEOCe

#

DFGI(bMD

X

OD=N

S

CL

NJIG7

S

K<G FMGNJC7GF<E <= OMDG

Q

IGE7G/

Q

CE<F<PD JDGIFJ

S

TC7D=GFFD=K<=

>

FJD<ML<MEF

Q

MD=GFGIP<E<F<=GNC77O=<F

S

JCE

Q

<FGI<=EG

QQ

CMC

#

eG

Q

G=

)

e

*

(3Y. =̂LDNF@<E

#

&)%&

#

%&

$

%&

&!

6&(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

&

!临床探讨!

循证护理措施对于提高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生命质量的临床观察"

陈烨然!陈文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循证护理措施用于老年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护理后!患者的生命质量的改变情况&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该院就诊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共
%&)

例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

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对照组的患者采用常规方式进行护理!试验组的患者采用循证护理方式进行护理&采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生

命质量水平进行评估&结果
!

护理前!

&

组患者生命质量各个维度及生命质量总评分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试验

组护理干预后不同时间内生命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

&

组患者的生命质量逐渐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L

%

)()"

%&结论
!

循证护理用于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能够从患者生命质量的各个维度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且在患者出

院后!其生命质量也在逐渐升高&循证护理具有长期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循证护理$

!

心力衰竭$

!

生命质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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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6#/)'

!!

随着社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不断增

加+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中比较常见的疾病#老年心力衰竭的

发生率较高)

%

*

+与此同时#老年患者身体的各项结构和功能都

发生变化#甚至有老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因此#老年心力衰竭

患者的护理措施成为临床上研究的热点问题)

&

*

+循证护理是

一种系统性护理方式#要求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工作前#将各

项研究结果和已有临床经验相结合#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订符

合患者病情和需求的护理措施#并在护理过程中根据实践情况

对护理措施进行调节#最终达到较好的护理效果)

'

*

+本院采用

循证护理的方式对老年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护理取得较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本院就诊

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共
%&)

例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

&纳入患者的年龄为
*"

岁或
*"

岁以上%$

&

&患者

被确诊为慢性心力衰竭%$

'

&患者无肿瘤(肝肾疾病及身体其他

方面的严重疾病%$

#

&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本次研

究+排除标准!$

%

&排除曾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

&

排除具有精神障碍或痴呆的患者%$

'

&排除不能接受随访或不

能配合本次研究的患者+对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排列数字表的

方式进行编号#并随机分为
&

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

!

护理方式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试

验组患者则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进行护理+循证护理的具体

方式如下+

$(/($

!

循证问题
!

根据临床实践和文献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老年心力衰竭患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

$(/(/

!

循证支持
!

在各大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查询#了解并掌

握文献中关于所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并进行记录+

$(/('

!

循证观察
!

对患者的临床情况结合所查询的方法#制

订对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护理措施!$

%

&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

行评估#了解患者呼吸困难(活动能力(情感压力等各个方面的

情况%$

&

&对老年患者进行营养支持#根据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为

患者制订符合患者身体状况的营养健康膳食#根据每一位患者

的情况为患者制订运动干预措施#保证患者膳食和运动的有效

结合)

"

*

%$

'

&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各种负面情绪#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

-GHYDK.I<=

!

!

Q

M<I&)%9

!

;CI(%#

!

ZC(9

"

基金项目"

&)%#

年黑龙江省博士后资助项目$

-3+/0%#%%*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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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MDV

Q

CN

S

M

$

%*'(NC7

+



使得患者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情绪%$

#

&注重患者各方面的

康复和恢复#不仅需要关注患者的身体#还需要对患者的生活

和社会功能进行关注+身体方面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康复训

练#使患者能够自己完成更多的生活项目#社会功能的康复则

是尽量满足患者想要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的愿望#使得患者认为

是自己不是家庭的负担#放松患者的心理#提高患者最终的心

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康水平)

*

*

+

表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男"女$

"

"

"

& 年龄$

P B̀

#岁& 体质量指数$

P B̀

#

a

>

"

7

&

&

试验组
'&

"

&6 9%("*̀ $(6& &#($&̀ '(%&

对照组
''

"

&9 9&()%̀ 6($$ &#(6&̀ '(%)

!

&

"

> %()$& )('%$ )(%$&

L

$

)()"

$

)()"

$

)()"

$(/(1

!

循证验证
!

对患者的护理效果进行评估+

$('

!

观察指标
!

采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生

命质量水平进行评估)

9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9()

软件对本次研究的结果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P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L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

护理前#

&

组患

者生命质量各个维度及生命质量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L

$

)()"

&#见表
&

+

表
&

!!

护理前
&

组患者生命质量评分#

P B̀

'分$

维度 试验组$

"?*)

& 对照组$

"?*)

&

> L

生理功能
"9($&̀ $('& "9(%)̀ #()% )(&'' )('%'

生理职能
*)($'̀ 9($& *%()$̀ 6()% )(6'$ )(&"%

躯体疼痛
9*($'̀ %%(&% 9*($#̀ $($& )('9% )(6&%

总体健康
"#(%'̀ 6($' "'($6̀ 6(%# )(&%* )()6%

活力
")(#"̀ 9('# "%()&̀ *('' )(#"& )()$&

社会功能
"9('#̀ 6('# "6($'̀ "()% %($&% )(%'&

情感职能
*%(&#̀ 9()% *)($6̀ *(%' W)(%&* )('%&

精神健康
"#(%$̀ '($& "#(''̀ #(%) %(&%" )()6%

总评分
$)(%"̀ 6()& $%(&&̀ "('' W)(&%" )('%%

/(/

!

护理干预后不同时间段生命质量评分
!

试验组护理干预

后的不同时间内生命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且随着时间的延

长#

&

组患者的生命质量逐渐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图
%

+

表
'

!!

护理干预后
&

组不同时间段患者生命

!!!

质量#

P B̀

'分$

组别
"

出院时 干预后
%

个月 干预后
'

个月 干预后
*

个月

试验组
*) $)(&#̀ %&(%) $*('&̀ $('% %)%(&&̀ $('& %)9('&̀ *($)

对照组
*) 69(#"̀ *('' 66($)̀ 6('' $&('&̀ 9(%& $*(#'̀ $('&

> 9('#& 9()%$ *()$' 9($%%

L

%

)()"

%

)()"

%

)()"

%

)()"

图
%

!!

护理干预后
&

组患者不同时间生命

质量评分变化趋势图

'

!

讨
!!

论

!!

循证护理是一种系统性的护理方式#从提出问题到查阅文

献(临床证据的提出(护理措施的实施(护理措实施效果的效果

评价#整个过程是系统化的)

6

*

+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采

用循证护理的患者其生命质量均有所提高#且直到干预后的
*

个月#采用循证护理的患者其生命质量依然较高+因此#循证

护理有利于提高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治疗#且循证护理措

施的效果具有延续性+

首先#循证护理根据临床的情况提出问题#因此其所制订

的护理措施均是临床的实际需要#是患者所需+其次#循证护

理措施的制订是通过查阅文献和患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

此#制订出来的措施不仅符合患者需要#也是根据学者各项研

究内容#十分全面#是从多个角度对患者进行护理而获得的护

理成果)

$

*

+本次所指定的护理措施中#先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使得患者和家属都能够了解老年心力衰竭患者在日常生活

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即使在出院后#家属也能够按照健康教育

的内容对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有效护理#切实提高了护理效果#

使得护理具有了一定延续性)

%)

*

+另外#本次研究所制订的护

理措施不仅包括疾病本身的护理#还包括了患者生活的各个方

面护理#不仅使患者能被更好地照顾#也改善了患者的生活水

平)

%%

*

+循证护理具体措施中的饮食和运动能够从日常生活中

保持患者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其与正确的作息习惯相结合#增

强了患者自身的免疫力#使患者对疾病的对抗能力增强)

%&

*

#减

少了疾病对患者身体的影响程度#使得患者身体更好#有更好

的生活体验)

%'

*

+心理护理则减少了患者心理的不良情绪#使

得患者树立起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乐

观心态#能使患者能够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更好地担任自己

在生活中的角色#提高其生命质量)

%#

*

+循证护理中的康复措

施和社会角色相关措施#都能使患者身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

复#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生活功能和社会功能)

%"

*

+因此#对患者

实施循证护理使患者各项功能和心情均有所提高#从各个方面

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作为系统性的护理方式能够针对患者

自身情况#制订符合患者的护理措施#从患者生活的各个方面

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最终使得患者的总体生命质量得到提高#

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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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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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临床特点!并对诊治后的患儿进行随访!以确定诊治疗效&方法
!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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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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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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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确诊为牛奶蛋白过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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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临床资料并进行整理和总结&同时!在诊治过程中及

诊治后对患儿进行随访!随访时间截止到
&)%*

年
"

月!将得到的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经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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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呈牛奶蛋白阳性!其中
&'

例有其他阳性症状&对纳入研究的患儿根据其过敏轻重程度给予饮食回避'营养干预及药物

治疗等治疗方案!并在治疗后对患儿的情况进行随访!发现饮食回避结合营养干预辅以黏膜保护剂'益生菌等治疗后患儿的症状

得到缓解!部分患儿的症状消失&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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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总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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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总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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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总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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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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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蛋白过敏患儿所出现的临床表

现不尽相同!主要出现皮肤'消化道'呼吸道感染等问题&饮食回避结合营养干预辅以黏膜保护剂'益生菌等治疗后!患儿的症状

得到缓解!部分患儿的症状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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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婴幼儿的食物过敏问题一直是众多医院乃至科研

机构的研究热点#而临床对儿童的牛奶蛋白过敏问题也尤为关

注+以往研究表明#在欧美发达国家#牛奶蛋白过敏在婴儿中

的发生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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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蛋白过敏对婴幼儿的营养

或生长发育会产生一定影响#甚至还会引发其他过敏性问题#

进而对患儿自身乃至家庭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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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该疾病的

发生率在我国逐渐成上升趋势#但我国对该疾病的系统性研究

较少+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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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临床资料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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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儿童牛奶蛋白过敏的治疗效果#回访研究食物干预结

合药物治疗等治疗方法对患儿的影响#进而为牛奶蛋白过敏治

疗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案#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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