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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药在外伤*手术*烧伤*感染创面的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是外科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统的创面换药护理主要是用纱布*纱条*棉垫*绷带等基

本伤口换药材料#虽有保护创面*吸收渗液*制作简单*价格便

宜等优点#但创面愈合环境差*结痂造成创面疼痛*更换敷料时

因敷料与创面紧贴分离导致损伤创面及新鲜的肉芽组织出血*

再次感染*愈合速度慢*换药时间延长*不能隔绝细菌侵入*易

造成痂下脓肿等'特别是手指的创面#还有可能因换药时疼痛

导致患者疼痛性休克'关节部位的创面因瘢痕形成#则影响其

正常功能'湿润烧伤膏为纯中药制剂#是烧*烫伤患者首选的

局部用药#是治疗烧伤皮肤缺损的有效药物#具有改善微循环#

活血化淤*收敛止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祛腐生肌敛疮*消肿

止痛之功效#能有效促进新生肉芽及上皮组织迅速生长#促进

创面早期愈合#不经过痂下愈合过程而自然愈合#减少瘢痕形

成(

+

)

'可隔离空气对创面的刺激#减轻外界对局部神经的刺

激#降低创面反应#解除血管痉挛#缓解疼痛(

,

)

'保护创面阻止

水分过度蒸发#消除由创面干燥损伤的刺激性疼痛'及时引流

液化的坏死组织#避免炎性物质所致的刺激性疼痛'湿润烧伤

膏为油性物质#又可促进创面坏死组织尽快液化排出#可在创

面形成保护膜实施封闭创面#阻止外界细菌入侵污染和二次感

染#同时其含有广普抗菌作用的中药成分可抑制细菌生长#减

轻细菌的侵袭感染而导致的创面进一步加深(

$

)

'随时保持创

面湿性环境#促进多种生长因子释放#加快创面愈合速度#实现

创面湿性愈合的理论'

使用湿润烧伤膏只需在首次换药时进行创面彻底清创消

毒#再次换药时涂除创面残于药膏后直接用药#避免了消毒剂

对创面组织细胞再生的影响(

/

)

'操作简单易行#经济实用#还

能减少抗菌药物的大量应用#具备了/简0*/便0*/效0*/廉0的

优势(

!"

)

'因该药具备众多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种创面

的换药治疗'在湿润烧伤膏创面换药过程中#需配合严密的换

药操作流程和全程的临床护理措施#主要包括评估创面损伤和

感染程度导致的原因#进行有效清创处理#加强基础护理*心理

护理*创面管理*健康指导*出院指导等有效护理措施#明显减

少了创面换药时给患者带来的创面损伤*出血*疼痛*再次感染

等并发症#明显缩短了换药时间#缩短住院期#提高治愈率#减

轻患者的家庭负担和经济负担#且易被医师采用及患者接受#

因此#值得向社区和基层医疗单位推广并应用'

参考文献

(

!

) 马双莲#薛岚
5

实用肿瘤科护理及技术(

%

)

5

北京!科技出

版社#

.""$

!

!7+5

(

.

) 王永茂#爱华#张鳪
5

湿润烧伤膏的临床应用(

V

)

5

基层医

学论坛#

.""#

#

$

$

2

%!

.#!5

(

2

) 杨新国
5

湿润烧伤膏治疗压疮的体会(

V

)

5

山西医药杂志#

."!#

#

#2

$

!,

%!

.!",=.!"$5

(

#

) 蒋丹#伍建华#李川
5

湿润烧伤膏联合创疡贴治疗压疮的

疗效观察(

V

)

5

中国烧伤创疡杂志#

."!7

#

.,

$

2

%!

!$!=!$25

(

7

) 王玉红#武静莉#湿润烧伤膏治疗压疮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

V

)

5

护理实践与研究#

.""/

#

!,

$

+

%!

!"#=!"75

(

+

) 徐荣祥
5

烧伤医疗技术蓝皮书(

%

)

5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

.""/

!

2$$=2/!5

(

,

) 王成传#李庆海#朱国卿#等
5

烧伤湿润暴露治疗创面的细

菌生态学调查(

V

)

5

中国烧伤创疡杂志#

.""$

#

."

$

.

%!

/!5

(

$

) 安毓玲#安冰玲#湿润烧伤膏治疗
$$

例褥疮的疗效及护

理(

V

)#中国现代药学应用#

.""$

#

/

$

2

%!

/#=/75

(

/

) 陈善德
5

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医院的应用体会(

V

)

5

中国

烧伤创疡杂志#

."!2

#

.7

$

2

%!

."+=.",5

$收稿日期!

."!,="!=2"

!!

修回日期!

."!,="2=!"

%

!临床探讨!

形成性评价模式用于教学查房以提高学生的核心能力"

陈丽燕!

!冯冰霞.

!邱秀媚.

!王雪娇!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

护理部&

.5

急诊科!海口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形成性评价模式应用于教学查房对本科护生核心能力的价值及影响%方法
!

将
."!7d."!,

年在海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实习的
!"$

例本科护生选为研究对象!按照年度将学生分为
.

组!每组
7#

例%对照组为
."!7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本科护生!采用传统的教学查房模式%试验组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本科护生!使用形成性评价的教学模式%

.

组学生在实习结束前
.

周进行教学查房核心能力的调查%比较
.

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护理决策能力$沟通能力$自

主学习能力的评分%结果
!

试验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2+.5,/8#"5!#

#分)$临床决策能力'"

!"25.#8!"5,.

#分)$沟通能力

'"

/25,,8$5+2

#分)$自主学习能力'"

!"+5.$875#.

#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2!"5!!82"5$7

#$"

$#5#/8!.52!

#$"

$!5.78#52.

#$

"

/.5$$8$5+2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形成性评价模式应用于教学查房!可优化护理教学流程!提高临床护

理教学质量!使学生在护理工作中的思维判断$决策$沟通$自主学习等核心能力均显著提升%

关键词"形成性评价&

!

本科护生&

!

教学查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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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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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护生在校期间临床实践操作概率较少#基础护理技能

操作不规范#与病患沟通经验不足#风险防范意识欠缺#是发生

医疗纠纷的高危人群#因此良好的培训教学十分重要(

!

)

'护理

教育评估是保证及改善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既包括如学习成

绩等可量化指标#同时也包含情感*态度等不可量化指标评价#

其中形成性评价作为不可量化评价指标主要反映学生核心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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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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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

'形成性评价是指在教学期间观察并评估学生的知识技

能及学习态度#发现教学流程中的问题及改进方向#能尽快完

善调整教学安排的一种教学评价方式#具有反馈*强化*改进*

激励等功能'目前形成性评价已广泛应用于国外的临床护理

教学#而我国开展得相对较少(

2

)

'为了更好地优化护理教学流

程#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同时也为形成性评价在我国

临床教学领域的推广提供方法和依据'现探讨形成性评价应

用于本科护生教学查房#分析其对学生核心能力的影响及实际

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将
."!7d."!,

年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实习的
!"$

例本科护生选为研究对象#按照年度将学生分为

.

组#每组
7#

例'试验组学生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本科护生#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7

岁#平均年龄$

.252/

8!5",

%岁'对照组学生为
."!7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本科

护生#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为$

.252#8

!5,7

%岁'所有学生均自愿参与调查研究#且思维感受方面正

常#具备良好的沟通及表达能力#排除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实习的外校本科护生和中途停止实习的本科护生'

.

组

学生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性'

$5/

!

方法
!

$

!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教学模式#由带教老师自

行进行教学查房带教指导'$

.

%试验组学生使用形成性评价模

式的教学查房指导'

$

教师演示!选取的真实病例#由带教老

师现场演示并详细讲解查房的整个流程'

%

情景模拟培训!根

据选取真实病例#建立多样的模拟培训场所#成立护理协作小

组#通过护患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教学查房情景演练#除一般

流程外#还应包括突发紧急处理演练*不同类型病患沟通演练

等#演练中发现学生的思维*创造及表现力#每次演练结束均进

行自评*互评*带教老师评价'

&

教学查房实践阶段!查房前评

测学生是否能了解并熟记病患基本资料*疾病相关知识*护理

诊断*用药方案*护理操作措施#重点考察学生自我主动学习的

能力&开始查房时一切护理流程由学生自主完成#观察其护理

器械及物品是否准备齐全&分析对病患基本情况*采取的护理

手段及效果*现阶段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病例汇报内容是否全

面及正确&检查血压测量*消毒*抽血气*扎针等基本护理技能

实际操作是否规范&观察其对病患提问解答时的语气及态度&

评测护理工作出现突发问题时的应对处理方法是否及时&查房

后评测病例书写的及时性及准确性#护理用品与医疗废物的放

置及处理#上述内容评测包括自评*小组成员互评*带教老师评

测'

.

组学生在实习结束前
.

周均进行教学查房核心能力的

调查'

$5'

!

观察指标
!

$

!

%评判性思维能力!采取-评判性思维能力

量表$中文版%.$

*&ZO=*W

%分别测量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

个

特质#即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以及评判

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量表共
,"

个条目#每

个特质包括
!"

个项目#总分
#."

分'$

.

%临床决策能力!使用

-护理临床决策能力测量工具.#通过发现问题能力*确定目标

能力*决断方案能力*实施决策能力*评价反馈能力 等
7

个维

度模拟测量研究对象对临床情景的决策能力#总分
!./

分'

$

2

%沟通能力的评价!应用-护生临床沟通能力测评量表.#分为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包括建立和谐关系*敏锐倾听*确认患

者的问题*共同参与*传递有效信息和验证感受#采用
#

等级计

分法#总分
!!.

分'$

#

%自主学习能力评价!该量表由第二军医

大学研制#包括自我管理能力*信息能力*学习合作能力
2

个维

度#共
.$

题#其中自我管理能力
!"

题#信息能力
!!

题#学习合

作能力
,

题#采用
<EN>AB7

级评分法'

$5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E8"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

$

"5"7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临床决策能力结果比较
!

试验组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临床决策能力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

'

表
!

!!

.

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临床

!!!

决策能力结果比较$

E8"

'分%

组别 例数$

0

% 评判性思维能力 临床决策能力

对照组
7# 2!"5!!82"5$7 $#5#/8!.52!

试验组
7# 2+.5,/8#"5!# !"25.#8!"5,.

: ,5+7 $5##

$

$

"5"7

$

"5"7

/5/

!

.

组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结果比较
!

试验组

学生沟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5"7

%'见表
.

'

表
.

!!

.

组学生沟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

结果比较$

E8"

'分%

组别 例数$

0

% 沟通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对照组
7# $!5.78#52. /.5$$8$5+2

试验组
7# /25,,8$5+2 !"+5.$875#.

: /572 .5++

$

$

"5"7

$

"5"7

'

!

讨
!!

论

!!

随着医学模式快速发展及不断改革#对护理人员的综合素

质*业务能力*服务态度等方面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临床

护理带教需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模式需不断完善及发展#才

能培养出高素质的护理人才'实习的本科护生综合护理能力

与要求标准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自主学习能力*护理技能*

护患沟通*护理问题分析及判断能力*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等方

面(

#

)

'为提高本科护生核心能力#优化临床护理教学流程#提

高教学质量#本研究将形成性评价模式应用到实习护生教学查

房中#观察其应用效果'

形成性评价模式近几年才引入我国临床护理教学#与临床

传统护理教学比较#该模式不仅注重护理专业理论知识及基础

技能操作#更加关注人文素质教育#同时也加强了临床护理实

践能力*判断性及创造性思维培养#提高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

能力(

7

)

'传统教学查房是以护理实习生为主#对病患进行查

体*实施护理措施等操作#由带教老师在旁协助指导*监督及单

方面评价#整个过程学生过于依赖带教老师#缺乏自主决策问

题的能力(

+

)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强#只是简单完成学习

任务&对教学方法及目的不太了解#与其以往学习方式发生冲

突#影响教学质量及效果(

,

)

'应用形成性评价模式教学查房对

学生进行教育后#其通过自评及互评等多元化评价方式#了解

自己的学习目标#能够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并提出问题#提高学

习兴趣&能够及时了解自身核心能力水平#充分认识自身的不

足#增强自我能力提升意识&自觉选择有益于自己的学习方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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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自我(

$

)

'通过情景模拟#演练各种护理工作中出现的

突发问题#加强其独立判断及应对能力&还能够直接*真实地反

映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策略&评价与学习相互促进#

形成主动学习和主动参与评价相结合的模式(

/

)

'本研究结果

显示#试验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决策能力*沟通能

力*自主学习能力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提示与传统教学查房比较#联合形成性评价模式的教学

查房更具有针对性#通过自评*互评*带教老师评价#从多角度

更加真实*全面地评价学生的核心能力#有助于发现自己的不

足#从而加以改善#提升积极主动学习能力&经过多场景模拟培

训#提高对突发情况的判断及决策能力&通过实际与病患沟通

交流#了解病患需求及感受#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沟通技巧及

能力(

!"

)

'

综上所述#将形成性评价模式应用于本科实习护生的教学

查房#能提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思维判断*决策*

沟通*自主学习能力的评分#同时也为形成性评价在我国临床

教学领域的推广提供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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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J<Z

#

)DK:F\

#

>BD;5*DG>=HDG>K>=;>DAFEF

M

B:E9

@

A:Q>BC>DBBEBLK>:J9>KE0D;GBLK>FBGB:IDAKG:00L=

@

DBE:FD;C>D;BC

#

DADFK:9ER>K0:FBA:;;>KBAED;

(

V

)

5U00L

@

D

YFQEA:F9 %>K

#

."!.

#

+/

$

#

%!

.$"=.$25

(

+

) 孔令瑜#马红梅#张倩
5

仿真课堂与床边查房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对护生执业能力的影响(

V

)

5

中国医药导报#

."!+

#

!2

$

2

%!

!,,=!$"5

(

,

) 金玉梅#胡雁#张红意#等
5

以学生为中心儿科教学查房模

式的实践与思考(

V

)

5

中华护理杂志#

."!7

#

7"

$

.

%!

../=

.225

(

$

)

\:C<*5)>J:0LGEF

M

J:A9DBEQ>J>>KHD0NB:>FCDF0>;>DAF=

EF

M

EF

@

A>=A>

M

EGBADBE:FFLAG>>KL0DBE:F

(

V

)

5XLAG>YKL0

3AD0B

#

.""$

#

$

$

#

%!

..2=.2"5

(

/

) 柏丁兮#高静#吴晨曦#等
5

形成性评价对护理本科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影响研究(

V

)

5

中华护理教育#

."!#

#

!!

$

#

%!

.+7=.+,5

(

!"

)李冬莉#孔静#王永红#等
5

评判性思维教学法在护理技能

训练中的应用(

V

)

5

中国医药导报#

."!#

#

!!

$

!/

%!

!.,=!2"5

$收稿日期!

."!,=".="2

!!

修回日期!

."!,="2=!2

%

!临床探讨!

血精症患者精液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感性研究"

秦国东!

!杨
!

静.

#

!龙平华!

!张
!

伟!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5

泌尿外科&

.5

检验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精症患者精液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方法
!

对该院送检的
7$

例血精症患者精液标本进行细菌培

养$生化鉴定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共分离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

株!革兰阴性杆菌
.+

株!真菌
.

株%革兰阳性

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葡萄球菌为主!对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利奈唑胺敏感%革兰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对亚胺培

南$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头孢吡肟较敏感%结论
!

血精症患者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对常用抗菌药物敏感性差!临床应

参考实验室药敏结果!准确合理地应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血精症&

!

精囊炎&

!

病原菌&

!

药物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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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精症是泌尿外科及男科常见的疾病#该病多发生于
.7

#

#"

岁#以性生活时射精和遗精时排出红色精液为主要临床表

现'血精多由精囊和前列腺疾病导致#其中精囊炎是主要的病

因'有研究报道#

27

岁以下血精多由感染引起#但其病原菌分

布及药物敏感性报道甚少'现对血精症患者送检的精液标本

进行培养#对分离的病原菌做生化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为临

床选用合理的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
."!2

年
!

月至
."!7

年
!.

月因血精症

在该院就诊行经直肠精囊彩超和盆腔
%)O

检查#考虑为精囊

炎的
7$

例患者留取精液标本做细菌培养#同时送检尿液及前

列腺液进行细菌培养'年龄
.+

#

77

岁#中位年龄
225+

岁#病

程
.K

至
+

个月#院外未检查及治疗#所有患者既往均无前列

腺炎病史'

$5/

!

标本采集
!

患者禁欲
.

#

2K

#先将手*阴茎进行清洗消

毒#采集精液前先留取清洁中段尿液及前列腺液#然后由患者

采用手淫法留取精液标本#

2

种标本分别置于
2

个无菌容器中

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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