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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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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

*eO

#对首次行经导管肺动脉化疗栓塞术"

&3*Y

#肺癌患者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

例确诊为肺癌并拟行首次
&3*Y

的患者!按照入院日期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

者使用持续质量改进护理干预!比较
.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

干预后!观察组抑郁评分$焦虑评分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观察组患者的全部功能项目得分高于对照组"

$

$

"5"7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5+,6

#低于对

照组"

!2522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eO

护理可促进患者负性情绪的改善!提高生活质量!

&3*Y

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持续质量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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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疾病之一#易发生转移#其他恶

性肿瘤患者有
."6

#

2"6

发生肺转移(

!

)

'转移性肺癌治疗难

度大#预后差'虽然外科手术可切除癌灶的标准疗法#但
7

年

生存率仍不足
7"6

'发现转移后#大多数患者已不符合外科

手术指征#经肺动脉化疗栓塞术$

&3*Y

%是该类患者首选的治

疗方法(

.

)

'首次行
&3*Y

的患者因对其认识不足#且疾病带

给患者的压力#导致
&3*Y

过程中配合性较差#对
&3*Y

手术

效果产生严重的影响'持续质量改进$

*eO

%是质量管理中的

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是医院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提高患者临床护理效果(

2

)

'现探讨
*eO

在首次行
&3*Y

治

疗的肺癌患者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收集该院
."!7

年
!d!.

月的肺癌患者
!."

例'纳入标准!患者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经过病理检查确诊

为肺癌&择期首次行
&3*Y

治疗者&神志清楚#表达流畅&签定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既往有手术史者&精神病史或酒精*药物

依赖者&出现严重并发症者&资料缺失#无法评估效果者'依照

入院日期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

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

性'见表
!

'

$5/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给予必要的解释和安慰'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
*eO

护理模式#

*eO

包括设计

$

3

%*实施$

Z

%*检验$

*

%*应用$

-

%等步骤'$

!

%准备阶段!建立

改进护理小组#由研究者牵头组织成立
3Z*-

护理小组#小组

成员由科主任*科室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师
.

名#中高级职称

护士
2

名#护士
+

名组成'对入组成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为

3Z*-

模式护理方法#

&3*Y

的配合技巧等理论知识(

#

)

'$

.

%

计划阶段!小组成员通过文献检索#并结合对照组护理期间出

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分析影响
&3*Y

手术患者心理及术

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

$

手术因素!操作不熟练#对手术

中的情况处理不到位#手术时间操作过长等'

%

患者及家属因

素!患者及家属的疾病知识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差#营养不良及

家属护理配合性差'

&

护理人员!缺乏预防
&3*Y

的相关知

识&缺乏增加患者依从性的技巧&无法对
&3*Y

围术期发生后

的意外情况进行处理(

7

)

'$

2

%实施阶段!针对上述原因#通过

3Z*-

改进模式作出相应的预防策略#改善患者负性情绪#降

低并发症的发生'

$

护士培训!包括介绍
&3*Y

对中晚期肺

癌患者治疗的重要性#使护士认识工作的必要性及对患者的意

义&其次介绍中晚期肺癌及
&3*Y

术的护理知识(

+

)

&然后让小

组护士进行护理操作练习'

%

加强患者及家属健康教育!

&3*Y

手术前后对患者及家属做好相关教育工作'术前对患

者及家属进行/一对一0直观宣教#同时定期召开患者座谈会#

一方面增加与患者的交流#另一方面更好地宣教教育内容#并

在座谈会上增加患者现身说法环节#从而更加有效地保证教育

效果'$

#

%检查阶段!对各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定#包

括护士自查*患者及家属评价等#在自查及评价中#注重收集存

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制定改善对策'$

7

%处理阶段!由研究者组

织召开质量工作会议#不断规范护理行为#于每月底进行资料

汇总#每月进行
!

次数据分析*原因查找#提出整改措施#并于

下一个月检查整改的效果#进一步完善护理质量'

表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E8"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

.

"

: $

例数$

0

%

+" +"

年龄$

E8"

#岁%

7.52+8$5"/7#5!,8$5!2"5/"2

%

"5"7

性别$男"女#

0

"

0

%

#.

"

!$ ##

"

!+ "5$,#

%

"5"7

\3P

评分$

E8"

#分%

,!5/78#5#",25+2875"""5,7.

%

"5"7

瘤体最大径$

E8"

#

09

%

,5""8!5#" ,5!"8!5!" "5$,2

%

"5"7

病理类型$

0

% 鳞癌
.2 .+ "5,,#

%

"5"7

腺癌
.$ .7

肉瘤样癌
/ /

&X%

分期$

0

%

,

D

期
2/ 2, d"5,$2

%

"5"7

,

H

期
.! .2

学历$

0

% 初中及以下
#" 2/ "5+/$

%

"5"7

高中及以上
." .!

婚姻情况$

0

% 已婚
7" 7.

未婚
. " "5,+.

%

"5"7

离异
$ $

$5'

!

效果评价
!

$

!

%心理状况!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P-P

%评

分!该量表由
."

个条目组成#按
<EN>B#

级评分制'

!

分!从无

或少有#

.

分!部分时间有#

2

分!相当多时间有#

#

分!绝大部分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

!

W:;5!#

!

X:5!2



或全部时间都有'分值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抑郁自评量表

$

PZP

%评分!该量表由
."

个条目组成#采用
<EN>B#

级评分制'

!

分!从无或偶尔#

.

分!有时#

2

分!经常#

#

分!全部时间都有'

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

%并发症观察!观察并记录
.

组

患者的发热*胃肠道反应*栓塞综合征等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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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

检验#计数资

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

$

"5"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况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干预前

P-P

*

PZP

评分均较高#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干

预后
.

组患者
P-P

*

PZP

评分较干预前均有下降#且观察组比

对照组下降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

'

/5/

!

.

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干预前

各功能项目和症状项目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

.

组患者干预后全部功能项目得分高于干预前#且观

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2

'

/5'

!

.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257,.

#

$

$

"5"!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况结果比较$

E8"

'分%

项目
干预前

观察组 对照组
: $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 $

P-P #,5/78,5"/ #,5,!8,5." "52!.

%

"5"7 275"/825," #+5!+8+5,# #52,#

$

"5"7

PZP #/5!28$572 #$57,8$5.! "5+"/

%

"5"7 2+5,.8#52, #$57/8,5#. #5+"$

$

"5"7

表
2

!!

.

组患者干预前后生存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E8"

'分%

功能项目
干预前

观察组 对照组
: $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 $

总体健康状况
,,5,.8!#57. ,,52/8!#5.2 "5#"/

%

"5"7 7757#8!25/2 #.5..8!.5,. 75""2

$

"5"!

躯体功能
++5/"8!25#/ ++5#28!.57! "527$

%

"5"7 7#5"78!25!! ##5,"8!!5// 25..7

$

"5"7

!

情感功能
,/5,,8!,522 $!5"$8!+5/2 "5.#/

%

"5"7 $,5#$8.#5". ,75."8!25+. 25+"#

$

"5"7

!

社会功能
7.5"/8!.5!! 725"#8!"5$" "5#+,

%

"5"7 225!"8!.5"7 .75!78!"5!. #5,/7

$

"5"!

!

认知功能
+.5/,8!.5!7 +.5$!8/5/7 "52$.

%

"5"7 7#5,!8$5!2 #"57+8,5,# +5,+7

$

"5"!

角色功能
7/5778!+5#" 7,57"8!,5"/ "5/#+

%

"5"7 #75778!75+! 2"5+.8!.5". #5/",

$

"5"!

表
#

!!

.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0

% 栓塞综合征(

0

$

6

%) 发热(

0

$

6

%) 胃肠道反应(

0

$

6

%) 胸腔积液(

0

$

6

%) 并发症发生率$

6

%

观察组
+" #

$

+5+,

%

.

$

2522

%

.

$

2522

%

"

$

"5""

%

!2522

对照组
+" +

$

!"5""

%

#

$

+5+,

%

7

$

$522

%

!

$

!5+,

%

.+5+,

'

!

讨
!!

论

中晚期肺癌患者一旦被确诊#其心理会受到严重打击#严

重者可出现自杀#对治疗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生存时间缩短*并

发症增多*生存质量下降(

,

)

'首次行
&3*Y

治疗的中晚期肺

癌患者因对
&3*Y

认识不足#再加上手术给生理带来的影响#

会使心理负担的严重增加#从而对患者自身免疫系统也发生影

响#加重病情#促进转移#极大地降低手术治疗效果'孙敬梅

等(

$

)研究报道#肝癌患者采用
&3*Y

时给予预见性护理#可有

效降低术后并发症#提高患者满意度'李霞等(

/

)对
!""

例首次

行
&3*Y

的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运用

护理程序开展健康教育#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负性情绪改善

显著#对于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好#均优于对照组$

$

$

"5"7

%'

表明有效的护理对癌症患者的治疗具有积极影响'

*eO

兼具

实施*评价*反馈等多种功能#对护理质量的改进具有促进作

用'韩玲(

!"

)报道表明#

*eO

能有效提高鼻咽癌患者放射治疗

的依从性#改善患者负性情绪#提高生存质量'

本研究采用
*eO

护理对首次行经导管
&3*Y

的中晚期肺

癌患者进行护理#结果表明#干预前#

.

组患者
P-P

*

PZP

评分

均较高#经过
!

个月的干预后#观察组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说明
*eO

护理对患者的疾病及

&3*Y

相关知识可有效指导#增加患者信心#降低
P-P

*

PZP

水

平#对患者的负性情绪发挥了显著的改善作用#对术后康复有

积极作用(

!!

)

'表
2

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全部功能项

目得分高于对照组$

$

$

"5"7

%#表明
*eO

护理不仅在负性情绪

上得到明显地改善#且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对患者的
&3*Y

治

疗效果产生积极影响'表
#

结果显示#观察组
&3*Y

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

$

"5"!

%#证实持
*eO

护理同时还可有

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综上所述#

*eO

护理可促进患者负性情绪的改善#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降低
&3*Y

术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但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干预和观

察的时间不长#分析的因素较少'今后可考虑增加样本量#延

长干预时间#以更好地了解
*eO

对
&3*Y

患者的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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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用护理程序开展健康教育对首

次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肝癌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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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续质量改进对鼻咽癌放射患者负性情绪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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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和沙美特罗替卡松联合使用

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

党建辉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院区内科!海口
7,"."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噻托溴铵粉吸入剂和沙美特洛替卡松联合应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U3Z

#的研究%方法
!

将该院

."!#

年
2

月至
."!7

年
2

月临床确诊的
2""

例
*U3Z

患者!按就诊顺序编号后随机分为
.

组%对照组
!7"

例患者单纯采用噻托溴

铵粉吸入剂!观察组
!7"

例患者使用噻托溴铵粉吸入剂联合沙美特洛替卡松%比较
.

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护理干预效果%

结果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用力肺活量"

(W*

#'"

.5$28"5+,

#

<

)$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YW!

#'"

!5,,8"57.

#

<

)$第
!

秒用力呼气

容积占用力肺活量比"

(YW!

(

(W*

#'"

,!5.$87572

#

6

)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生活质量评分'"

#"5.28.5##

#分)较治疗前'"

+$5"#8752.

#分)和对照组'"

7.5+78.5$,

#分)显著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5226

#较对照组"

,.5+,6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

和沙美特洛替卡松联合应用于
*U3Z

的临床治疗并给予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噻托溴铵&

!

沙美特洛替卡松&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护理干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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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2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U3Z

%是呼吸内科的常见病#且多发

于老年人群的一种气道受限特征的疾病#该病呈进行性发展#

且患者病情反复发作而影响其肺功能#对生活造成严重影

响(

!

)

'药物治疗是临床应用的主要手段#其中支气管扩张剂使

用最多#且随近年来长效支气管扩张剂的开发*应用#

*U3Z

的

临床治疗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同时整体性护理干预也提高了临

床治疗效果(

.

)

'现探讨噻托溴铵粉吸入剂和沙美特洛替卡松

联合治疗
*U3Z

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2

月至
."!7

年
2

月临床确

诊的
2""

例
*U3Z

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

."",

年%.制订的相关标准(

2

)

'排除心肝脑肾等重要器官功

能不全&合并其他肺部疾病&伴有内分泌系统疾病或自身免疫

性疾病&既往有支气管哮喘和肺切除术史&造血系统疾病或恶

性肿瘤&伴急慢性感染性疾病&患有精神疾病或严重意识障碍&

无法配合治疗或近
!

个月内曾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

药物治疗者'所有患者均为自愿参与并积极配合#按照就诊顺

序编号后随机分为
.

组'观察组
!7"

例患者男
$,

例#女
+2

例#年龄
7+

#

$2

岁#平均年龄$

,.5#!825+/

%岁#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5#+8.52,

%年'对照组
!7"

例患者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5.$8#5!7

%岁#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5,$8.5#/

%年'

.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性'

$5/

!

治疗方法
!

.

组患者均给予吸氧*止咳*化痰*平喘*抗感

染和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对照组患者单纯应用噻托溴铵粉

吸入剂 $正 大 天 晴 药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生 产 批 号!

."!2"/!7

%#

!$

微克"次#睡前吸入'研究组患者应用噻托溴铵

粉吸入剂联合沙美特洛替卡松$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批号!

."!2"#"7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的使用与对照组相同#沙美特洛

替卡松$含沙美特罗
7"

!

M

4

丙酸氟替卡松
7""

!

M

%#早晚各
!

次吸入'

.

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
.

周'

$5'

!

护理方法

$5'5$

!

心理护理
!

患者因病情严重且反复发作而造成极大的

心理负担#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应耐心倾听患者诉求#消除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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