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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心理护理对更年期焦虑症患者各项评分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吴
!

静!

!王锦渝"

%

"重庆市东南医院(

!#

妇科#

"#

护理部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心理护理对更年期焦虑症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J-R-

$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J-RF

$评分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择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更年期焦虑症患者
*$

例!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心理护理方法%比较
"

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生活质量"

VE.%'

$评分%结果
!

"

组患者护理后!观察组
J-R-

&

J-RF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

$%观察组
VE.%'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结论
!

心理护理对更年期焦虑症效果明显!

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具有临床价值%

关键词"更年期焦虑症#

!

抑郁#

!

生活质量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更年期焦虑症是
/+

岁之后出现的焦虑症状#患者主要表

现为烦躁不安'心神不宁'失眠多梦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且

严重更年期焦虑症患者会出现抑郁倾向#有轻生念头#危及患

者生命(

!.%

)

*临床针对更年期焦虑症的治疗以抗焦虑药物治疗

为主#同时给予常规护理#但效果不显著*现对更年期焦虑症

患者在治疗与常规护理的同时应用心理护理#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更年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期焦虑症患者
*$

例#患者表现为潮热盗汗#月经不调#失眠#烦

躁#焦虑不安#心神不宁等临床症状#经临床诊断与精神'行为

诊断后均符合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判断标准#确诊为更年

期焦虑症*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内分泌严重不调#有

严重精神障碍无法配合治疗者*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

察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H!#"

&

岁%观察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

"

组患者的年龄'临床症状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组患者在治疗中均给予雌激素和抗焦虑药物治

疗#同时进行护理措施*$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了解病

情并记录#与患者进行交流#解决其需求#观察生命体征*$

"

&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心理护理干预*首先#与患

者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其心理状态'生活观'价值观#根据担心

问题作为心理护理的切入点#同时以患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进

行疾病知识的宣教#消除对疾病担忧的心理负担*简述疾病的

形成#治疗的成功率#治疗中需要配和治疗的关键#树立患者积

极的生活态度#主动配合治疗*其次#给予持续性心理护理#治

疗有疑问时护理人员给予积极的解答#保证长期与患者沟通#

及时把握患者心理状态#疾病出现进展时#立即告知主治医师#

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缓解与治疗*再次#指导患者进行心理舒

缓调节#放松身体#适度放松肌肉#进行必要的锻炼放松其紧张

心情*最后#告知患者家属在生活中应多鼓励#多表扬#使其找

回生活信心#生活中注意关注心态变化#适当分散注意力#形成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

!

评价标准(

/.'

)

!

焦虑评分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J-.

R-

&评分#抑郁评分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J-RF

&评分#生

活质量评价选择
VE.%'

评分*

J-R-

评分包括
!/

个项目#每

个项目的评分分为
+

级#

$

分为无症状#

/

分为极为严重#以总

分表示#总分低于
(

分#无焦虑症状#

(

!

!/

分#可能焦虑#

$

!/

!

"!

分确定焦虑#

$

"!

!

"*

分明显焦虑#

$

"*

分严重焦虑*

J-RF

评分包括
!(

个项目#每个项目的评分分为
+

级#

$

分

为无症状#

/

分为极为严重#以总分表示#

#

(

分为无抑郁#

(

!

#

!(

分为可能抑郁#

!(

!

"/

分肯定抑郁#

"/

分以上为严重抑

郁*

VE.%'

评分包括
%'

个条目#

&

个评分方面#满分
!$$

分#评

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DH: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

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
J-R-

'

J-RF

评分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护理

后#观察组
J-R-

'

J-RF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J-R-

(

J-RF

评分结果比较$

DH:

'分%

组别 时间
J-R- J-RF

观察组 护理前
"!#%H%#& !*#%H%#(

护理后
&#%H!#/ &#/H$#&

对照组 护理前
"!#(H"#* !*#'H"#&

护理后
!'#(H!#* !'#+H!#+

/#/

!

"

组患者
VE.%'

评分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护理后#观察组

VE.%'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VE.%'

评分结果比较$

DH:

'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生理机能
'/#!H&#/ /$#!H'#(

社会功能
('#&H!"#% /+#(H!$#%

精神健康
&$#!H!+#( +$#/H!$#&

情感智能
+&#!H!$#' %+#!H&#(

躯体疾病
($#%H!!#" %/#"H*#&

躯体疼痛
'&#/H!/#% +"#!H!"#(

健康状况
+(#&H!%#! %&#/H!$#"

'

!

讨
!!

论

更年期焦虑症是女性更年期中出现焦虑表现的一种疾病#

/+

岁后机体激素水平发生改变#内分泌出现紊乱#雌激素水平

逐渐降低#月经不调#逐渐绝经#机体会出现一定的不适#主要

表现为盗汗'浑身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等(

(.*

)

*更年期女性由于

自主神经功能系统紊乱#易对生活带来负面作用#长期更年期

不适#患者会表现出精神消极#烦躁不安#心神不定#易发脾气#

还有失眠'心悸症状#以焦虑精神表现为主要特征#更年期焦虑

症作用下#心理产生负面作用#逐渐对生活失去信心和耐心#不

能积极生活#与人接触会逐渐减少#整日忧心忡忡#紧张焦虑的

同时逐渐抑郁#长时间消极情绪#易加重抑郁症#甚至表现轻生

意愿#严重时危及生命(

!$.!"

)

*因此#更年期焦虑症患者需临床

及时'积极的治疗#防止造成严重后果*更年期焦虑症的临床

治疗#主要治疗措施以对症治疗为主#患者有失眠'烦躁症状#

给予一定的镇静催眠药物#焦虑情绪表现严重时给予一定的抗

焦虑药物#同时更年期女性的特殊身体状况#应当进行一定的

激素调节*在治疗基础上采用必要的护理#因为更年期焦虑症

疾病的特殊性#需护理干预#防止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差#无法配

合治疗#以及患者在治疗中出现的疾病进展而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临床常用的护理方法仅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心理状态的初

步护理#整体护理效果不佳*针对更年期焦虑症患者的特殊情

况#在常规护理的同时需要结合心理变化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

理干预#以提高治疗的护理效果(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组患者护理后#观察组
J-R-

'

J-RF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观察组
VE.%'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心理护理对更年期焦虑症患者具有显著的临床效

果#能明显改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心理护理以患

者的心理状态为治疗基础#对患者的心理进行护理干预#可有

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增强其积极态度#树立治疗信心*为

患者讲述疾病基本知识和治疗中的关键点#帮助患者在心理上

进行疾病治疗的配合态度#家属的鼓励和支持可增加患者治疗

的积极性#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减少疾病进展的发生率#同时#

更有利于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极大地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对更年期焦虑症的护理效果明显#可

显著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增加患者对生活的积极性#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心理护理可在更年期焦虑症的临床护理中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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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不同口腔护理方案对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研究

郭秀荣!赵李侠!张飞鹏!孙明烁!刘艳秋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口腔护理方案对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保留经口气管插管采取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接受冲洗加擦拭口腔护理的患者为观察组!接受常规
_

&6

擦洗口腔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比较
"

组患

者治疗后
@

J

值变化&口腔内部变化情况!以及满意程度评分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同时监测护理后
"/6

患者体温&白

细胞及
P

光线胸透检查%结果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口腔内部情况良好!体温&白细胞&

P

光线胸透等均在正常范围!观察组疗效

显著!住院病程短!患者满意程度高%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接受冲洗加擦拭口腔护理的重

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可有效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的概率!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口腔护理#

!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使用机械通气

引起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病死的

重要原因之一(

!

)

*据国内调查显示#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

患病时可能感染病菌的概率是健康状态下的
!$

倍左右(

".%

)

*

口腔是病菌进入体内的重要途径之一#口腔护理成为降低患者

感染病菌的关键*现探讨使用不同的口腔护理方案对重度有

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的影响#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治

疗的
&"

例保留经口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重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接受冲洗加擦拭口腔护理的患者为观察组#接受传统
_

&6

口腔护理方案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平均住

院时间$

!!#!+H"#&(

&

)

*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平均住院时间

$

!%#"*H+#&!

&

)

*纳入标准(

/.+

)

!$

!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保

留经口气管插管#且机械通气时间大于
/&6

*$

"

&口腔状况良

好#接受机械通气前无肺部感染*$

%

&神智清醒#对本研究知情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排除凝血功能障碍者*本研究经该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口腔护理操作者培训
!

对口腔护理操作者进行经口气

管插管口腔护理操作标准和流程熟悉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

严格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进行下一步实际护理操作*

$#/#/

!

口腔护理方法
!

"

组患者均进行常规
_

&6

口腔护理#

患者接受治疗时床头抬高
%$n

#头偏向右边#

"

组患者擦洗取用

复方氯已定含漱液*$

!

&对照组进行护理时使用标准口腔护理

包#内置血管钳'镊子'医用卫生棉球#使用时操作者将棉球蘸

取复方氯已定含漱液进行擦洗*$

"

&观察组采用冲洗加擦拭相

结合的护理方法#具体操作为护理前操作者需先确保气囊压力

在$

"(#+H"#+

&

9B J

"

Z

#去除插管固定带后用容量为
+$BQ

的注射器吸取复方氯已定含漱液从高处缓慢清洗口腔内部#同

时将负压吸引装置连接至吸痰管吸出口腔内部液体#随后从标

准口腔护理包中去棉球蘸取复方氯已定含漱液细致擦洗口腔

内部#完成后固定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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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
!

治疗后满意程度评估使用罗森伯格规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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