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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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H%>K*;EF

!

VL;

1

."!,

!

W:;5!#

!

X:5!2



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使其能够积极面

对疾病并主动配合治疗和护理#督促患者戒烟'同时应调动患

者家属的积极性#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降低临床复发#提高

治疗效果'

$5'5/

!

用药指导
!

使患者了解雾化吸入治疗的重要性#指导

患者正确使用吸入装置#争取患者的积极配合#减轻因治疗产

生的各种不适感'患者治疗前应清除痰液#嘱其漱口并清理口

腔#以利于雾滴的充分吸收&用药时采用慢而深的吸气方式#并

于吸气末稍作停留以利于雾滴吸入&治疗后及时漱口#减少药

物残留'

$5'5'

!

并发症护理
!

患者每次吸入后要协助其进行口腔清洗

或护理#减少药物导致的咽痛*口干*声嘶或口腔溃疡等'治疗

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包括是否出现呼吸困难*神志

恍惚*口唇发绀等#并及时通知临床医师作相应处理'

$51

!

观察指标
!

使用肺功能测定仪于治疗前后检测患者肺功

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 $

(W*

%*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

(YW!

%*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比$

(YW!

"

(W*

%'

采用圣乔治医院呼吸问题调查问卷$

P̂ )e

%评定患者生活质

量#满分
!""

分#分值下降说明患者生活质量改善'采用医院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情况#包括满意*一

般满意*不满意'

$5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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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以例数

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

$

$

"5"7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患者肺功能指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W*

($

.5$28"5+,

%

<

)*

(YW!

($

!5,,8"57.

%

<

)*

(YW!

"

(W*

($

,!5.$87572

%

6

)较对照组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5"7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肺功能指标结果比较$

E8"

%

组别
例数

$

0

%

时间
(W*

$

<

%

(YW!

$

<

%

(YW!

"

(W*

$

6

%

对照组
!7"

治疗前
.5!"8"5#7 !5.+8"5#" 7"57#825$#

治疗后
.5#.8"5+"

H

!5#+8"5##

H

+"5+78#5#7

H

观察组
!7"

治疗前
.5"!8"5#! !5+"8"5#+ 7.5"28#5".

治疗后
.5$28"5+,

DH

!5,,8"57.

DH

,!5.$87572

DH

!!

注!与对照组比较#

D

$

$

"5"7

&与治疗前比较#

H

$

$

"5"7

/5/

!

.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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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E8"

'分%

组别 例数$

0

%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 ++5/,825#7 7.5+78.5$,

H

观察组
!7" +$5"#8752. #"5.28.5##

DH

!!

注!与对照组比较#

D

$

$

"5"7

&与治疗前比较#

H

$

$

"5"7

/5'

!

.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对护

理工作满意率$

/,5226

%较对照组$

,.5+,6

%显著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2

'

表
2

!!

.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结果比较#

0

$

6

%&

组别
例数

$

0

%

满意

$

0

%

一般满意

$

0

%

不满意

$

0

%

满意率

(

0

$

6

%)

对照组
!7" ## +7 #! !"/

$

,.5+,

%

观察组
!7" !". ## # !#+

$

/,522

%

D

!!

注!与对照组比较#

D

$

$

"5"7

'

!

讨
!!

论

!!

*U3Z

的临床治疗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支

气管扩张剂能够松弛支气管平滑肌以扩张支气管#从而缓解患

者气流受限而控制临床症状#在临床治疗中一直占主导地

位(

#

)

'随着疾病研究的不断深入#

*U3Z

被认为是一种以慢性

炎性反应为特征的疾病#因此应用具有抗炎作用的糖皮质激素

也逐渐得到推广和认可(

7=+

)

'本研究重点探讨噻托溴铵粉吸入

剂和沙美特洛替卡松联合应用治疗
*U3Z

的临床效果#结果

表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W*

($

.5$28"5+,

%

<

)*

(YW!

($

!5,,8"57.

%

<

)*

(YW!

"

(W*

($

,!5.$87572

%

6

)均较对照组

明显增加$

$

$

"5"7

%#说明联合用药对肺功能的改善效果显著

优于单 项 用 药 治 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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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7

%#提示患者因临床症

状的改善及护理干预的实施而提高生活质量&观察组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率$

/,5226

%较对照组$

,.5+,6

%显著升高$

$

$

"5"7

%#表明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对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性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是一种新型的抗胆碱能药物#用于

*U3Z

的临床治疗效果较好#可通过选择性地阻断气道平滑肌

受体而扩张支气管#发挥长效作用(

,

)

'沙美特洛替卡松为沙美

特罗$

-

受体激动剂%和丙氟酸替卡松$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制

成的复合制剂#可发挥抗炎和增加
-

.

肾上腺素能受体活性等

作用#以减轻气道炎性反应#改善患者肺功能'两者作用机制

不同#但联合应用可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

$

)

'药物均经口吸

入#可直接作用于靶器官#减少全身不良反应(

/

)

'同时通过整

体护理#能提高患者对吸入治疗的配合度#避免药物吸入不足

或吸入方法不当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功效#增强治疗

效果(

!"

)

'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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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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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手指弹琴,锻炼法在预防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后血管并发症的研究

张彩虹!丁
!

飚!高美芳!黄晓莉!庄国红!吴晓兰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
!

."".2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手指弹琴,锻炼法在预防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3*O

#术后血管并发症的研究%方法
!

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行经桡动脉
3*O

的患者共
!""

例!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7"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

患者使用+手指弹琴,锻炼法%比较
.

组患者术后血管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

.

组患者在术后即刻$术后
7

$

2"9EF

血管并发症发

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术后
!C

局部出血$上肢肿胀及疼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术后
.C

局部

出血$局部肿胀$上肢肿胀及疼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术后
#C

局部出血$局部肿胀$上肢肿胀及疼痛!以及其他方

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

.

组患者术后
.K

所有评价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

.

组患者的抑郁$焦

虑和恐惧心理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手指弹琴,锻炼法可有效降低经桡动脉行
3*O

术后患者的血管

并发症!并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使患者重建健康信心%

关键词"+手指弹琴,锻炼法&

!

经桡动脉&

!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

血管并发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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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2

!!

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急性心肌梗死$

-%O

%

患者有了新的介入治疗#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3*O

%

逐年增多'经桡动脉行
3*O

术是指经桡动脉采用心导管技术

疏通狭窄甚至闭塞的冠状动脉管腔#改善心肌的血流灌注#是

心肌血流重建术中创伤性最小的一种治疗方法(

!

)

'但经桡动

脉行
3*O

仍存在一些并发症#如穿刺部位出血*血肿*瘀斑*上

肢肿胀等常见并发症(

.

)

'现探讨/手指弹琴2锻炼法对经桡动

脉行
3*O

患者的研究#并观察其对并发症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心内科

行经桡动脉
3*O

术的患者共
!""

例#男
+#

例#女
2+

例#年龄

#7

#

,.

岁#平均年龄$

7$5,8#5!

%岁#其中急性前壁心肌梗死

#2

例#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2"

例#侧壁心肌梗死
!7

例#后壁心

肌梗死
/

例#心壁广泛梗死
2

例&急诊
3*O

患者
2.

例#择期

3*O

患者
+$

例'根据随机数字对照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

干预组#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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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组患者在入院期间均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术前*

术中及术后的常规护理#遵医嘱予以合理用药及适应饮食#给

予常规心理护理等'$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
3*O

护理法#即

术后予以规范化常规护理*给予舒适体位*观察术后基础生命

体征*观察局部穿刺点有无渗出血*指端血运等情况'指导术

侧肢体运动#不可用力抓*捏*撑#不可将术侧肢体枕于头底#可

置于胸前#予抬高同时做五指屈伸运动#并对有焦虑*抑郁的患

者予以适当的心理护理'$

.

%干预组患者使用/手指弹琴0锻炼

法进行干预#指导患者将术侧肢体置于胸前#摆放位置以患者

舒适为宜#五指做弹琴样锻炼'术后
2"9EF

开始锻炼#每隔
#

C

锻炼
!

次#每次持续时间为
!"9EF

#每个指头按每秒弹
!

次

为节律'当患者主诉不适或锻炼时心率增加大于
!"

次"分时#

停止锻炼'

.

组患者均对术后即刻*术后
79EF

*

2"9EF

*

!C

*

.

C

*

#C

#以及之后每隔
#C

至术后
.K

用评价标准评估上肢血管

并发症发生情况'

$5'

!

评估标准(

2

)

!

血液渗透纱布为局部出血&局部出现硬块

或穿刺部位皮肤颜色改变#直径大于
#09

为局部血肿&睡眠情

况可分为入睡困难*易醒*夜间睡眠少于
+C

&术后
#C

可出现

肢体麻木疼痛*腰酸背痛*腹胀不适等并发症'

$5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 检验#计量资

料以
E8"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检验#

$

$

"5"7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患者术后即刻*术后
7

*

2"9EF

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

较
!

.

组患者在术后即刻*术后
7

*

2"9EF

的局部出血*局部血

肿*上肢肿胀及疼痛*睡眠障碍*胃肠道反应等并发症发生率进

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7

%'

/5/

!

.

组患者术后
!

*

.

*

#C

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

其他并

发症包括胸闷*心率迅速下降等'

.

组患者术后
!C

的局部出

血*上肢肿胀及疼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其余

项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

.

组患者术后
.C

的

局部出血*局部血肿*上肢肿胀及疼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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