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明显高于早期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说明

晚期用药会增加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风险%晚期用药组患儿丙

种球蛋白无反应性发生率明显高于早期用药组和中期用药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其原因可能与过早用药影响

患儿免疫机制有关'

-

组患儿治疗后
Q

反应蛋白-血小板计

数-红细胞沉降率均较治疗前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

%

+)+,

&#但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

由此说明丙种球蛋白治疗能改善各项实验室指标#但用药时间

对其无影响'

综上所述#

RE

患儿于发病
G

#

(+0

时开始静脉注射用丙

种球蛋白其冠状动脉损伤发生率-丙种球蛋白无反应性发生率

均较低#且治疗所需时间缩短#推测此阶段是丙种球蛋白应用

的最好时机#可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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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优质护理在
.SQQ

置管后对机械性静脉炎的预防

作用及患者焦虑程度评价

陈海红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海口
,H+-((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优质护理对重症监护病房"

SQ\

$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SQQ

$后对机械性静脉炎预防作用的研究!

探讨其影响机制及干预作用!以期为预防机械性静脉炎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选取该院
SQ\

采用
.SQQ

置管输液患者
=+

例!以

随机试验原则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试验组采用相应的优质护理进行干预!电磁波治疗器照射置管部位护理!增强

透明贴护理置管部位护理!微波治疗仪局部加热护理等常规临床护理措施#对照组则采用常规热敷护理%对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统计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病率及干预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以分析护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结果
!

试验组发

病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在优质护理具体措施下!患者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病率更低%结论
!

优质护理

干预等合理有效的措施能够明显降低
.SQQ

置管后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患者的生活质量高于常规护理组!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关键词"优质护理#

!

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

机械性静脉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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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GH"!=*,,

"

"+(H

$

(G!"*-=!+-

!!

静脉输液是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广泛的治疗常见病症的方

法#它能够让药物随注射进入人体血液#能够快速传送至机体

各部位#进而达到快速-安全的治疗效果'伴随医疗技术的发

展#静脉输液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包括外

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SQQ

&法-机体静脉置管法-皮肤表

层针刺法+

(!-

,

'

-

种方法中#皮肤表层针刺法是较为传统的静

脉输液方法#机体静脉置管法是将针头留置于患者体内#从而

为患者持续输液提供便利#

.SQQ

法是利用引向针于患者外周

深静脉部位做穿刺#进而为患者进行输液#该方法具有针头留

置体内时间较长-能够安全有效地将各类药物传输体内-对患

者血管损伤较小等优点#并且能够大幅度降低患者痛苦程度#

同时也给医护人员的工作带来便利#因此在常规静脉输液中得

到了医护人员及患者的认可+

*!H

,

'但是随着
.SQQ

法的普及应

用#发现它也给患者带来了不利作用#最大的就是并发症的产

生#进而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临床研究发现#机械性静脉

炎是
.SQQ

法所引发的较为常见的并发症#该病症给患者带来

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危害#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

,

'因此#发现引

发机械性静脉炎的原因及如何进行干预治疗是当下亟待解决

的问题#临床研究表明#合理的干预护理措施能够对机械性静

脉炎的发生起到干预作用'本研究探讨不同方式对机械性静

脉炎发生的影响情况#进而为预防并发症发生提供病理依据#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重症监护病房$

SQ\

&采用
.SQQ

置

管输液患者
=+

例#以随机试验原则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

组$

*,

例&#试验组男
"-

例#平均年龄$

,-),"]-)=<

&岁#输液

时长$

"")G=]-)G<

&

0

%女
""

例#平均年龄$

,*)GH]")"G

&岁#输

液时长$

"-)GH]-),*

&

0

'对照组男
"*

例#平均年龄$

,")=<]

-)*"

&岁#输液时长$

"")-*]-),=

&

0

%女
"(

例#平均年龄

$

,-)*H]")*=

&岁#输液时长$

"*),<]-)(G

&

0

'两组患者基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

?'#$%0QP89

!

>/

C

/2&"+(H

!

D4P)(*

!

F4)(G



$)/)$

!

纳入标准
!

输液患者所患疾病对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

均无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患者均自愿接受
.SQQ

法进行治

疗#所有患者家属均知情并同意患者参与本研究'

$)/)/

!

排除标准
!

患者年龄大于
G,

岁#且患有可造成机械性

静脉炎的其他疾病者#或存在精神疾病者'

$)'

!

研究及置管方法

$)')$

!

研究方法
!

试验组采用相应的优质护理进行干预#电

磁波治疗器$

@E.

灯&照射置管部位护理#增强透明贴置管部

位护理#微波治疗仪局部加热护理等常规临床护理措施%对照

组则采用常规热敷护理'

$)')/

!

置管方法
!

将
(

根由硅胶材料制成#标有刻度-能放射

显影的中心静脉导管插入#并使其植入患者合适部位'

$)1

!

优质护理干预内容
!

.SQQ

置管前对患者进行基础的置

管知识讲解#包括分析置管治疗效果优势#置管过程需注意配

合的事项#消除患者心理焦虑因素#置管后对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讲解注意事项'$

(

&认知干预'过程由识别到转换再到替

代'由于
.SQQ

较传统输液方式不同#大多患者对其了解不

多#认知有偏移#因而就产生疑惑和焦虑'临床统计表明#绝大

多数患者在置管时都有紧张-焦虑-恐惧等情况发生'所以在

置管前通过各种形式的讲解对置管患者进行认知干预#消除患

者的认知偏差#利用多种形式!如谈话-演示-观看视频等方式

矫正患者的片面理解#使患者对
.SQQ

置管有正确的认知和见

解#消除抵触情绪#主动自愿采用
.SQQ

置管'$

"

&行为干预'

要求患者进行较为全面的身体部位锻炼#辅助患者养成良好的

.SQQ

置管维护的合理习惯#进而达到减少并发症发生的效果'

具体如下!

$

穿刺置管后#固定时间间隔举行
.SQQ

置管维护

知识讲解-确定内容及时长'置管操作人员对患者进行有关置

管知识的讲解#演示规范的置管维护方法#在此过程中多与患

者进行交流#知识讲解后允许患者进行讨论'

%

建议并要求患

者对置管器官部位进行较为放松的肢体活动#规定合理的活动

时间及活动程度#在此过程中要避免过度劳累#进而使置管部

位血液能够正常循环'

&

要求患者对置管部位定时进行清洁

消毒#以防感染'

)

若置管后短时间不输液时#可对其部位进

行热敷处理#保持正常温度#输液后切记不要立即热敷#以防器

官受温度影响而损坏置管'

'

要求住院输液期间患者及其家

属能够掌握置管的处置方法并在应急情况发生时知道如何处

理'$

-

&肢体训练'肢体训练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患者

主观掌控身体部位#做出合理有效的运动及动作#进而消除心

理和身体部位的紧张状态'要求详细向患者讲述训练方式和

要领#要求患者平躺于床#身体呈自然放松状态#双手平伸于躯

体两侧#手心向下#双眼自然闭合'医护人员与患者以语言交

流为主#要求语气平和-婉转#具有亲和力#患者由身体自上而

下放松#按照训练人员要求#完全配合'下一步对身体各个器

官进行放松!面部-颈部-肩部-背部-胸部-腹部和下肢等

肌群+

(+!(*

,

'

$)2

!

.SQQ

置管法常规干预措施
!

@E.

灯照射置管部位护

理!在输液部位上方放置
@E.

灯%增强透明贴护理置管部位护

理!在输液置管部位平铺透明贴%微波治疗仪局部加热护理!在

输液部位周围放置微波治疗仪'

$))

!

焦虑效果评价
!

焦虑自评量表主要对患者的主观焦虑程

度进行评价#分为
*

个等级和
"+

个项目'

(

级表示没有或很

少时间有#

"

级表示少部分时间有#

-

级表示相当多的时间有#

*

级表示绝大部分时间或者全部时间有'评价标准每一条项目

都有对应的症状!惊恐-害怕-焦虑-发疯感-手足颤抖-乏力-不

幸的预感-躯体的疼痛-心悸-静卧不能-晕厥感-头昏-手足刺

痛-呼吸困难-消化不良或胃痛-多汗-面部潮红-尿意频繁-多

梦或睡眠障碍等'评价标准分界值是
,+

分#具体是
,+

#

G+

分

为轻度焦虑#

$

G+

#

H+

分为中度焦虑#

H+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该评测方法在测试患者焦虑程度时具有快速-准确的特点#应

用及其广泛+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66"+)+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L]: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采用
!

"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试验组和对照组机械性静脉炎发生情况比较
!

见表
(

'

试验组置管输液
(

周机械性静脉炎发生率为
G)GHZ

#

"

周发生

率为
<)<=Z

%对照组
(

周机械性静脉炎发生率为
(,),GZ

#

"

周

发生率为
"*)**Z

#同期发生率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

%

+)+,

&'

表
(

!!

试验组和对照组机械性静脉炎发生情况比较(

&

$

Z

')

组别
& (

周
"

周

试验组
*, -

$

G)GH

&

*

$

<)<=

&

对照组
*, H

$

(,),G

&

((

$

"*)**

&

6 -)"G= -)-G*

E +)+(= +)+"(

/)/

!

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焦虑程度比较
!

.SQQ

置管后试验

组患者焦虑程度评分$

,()G=],)<<

&分#对照组焦虑程度评分

$

H(),H]*)-<

&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

#

E

%

+)+,

&'

'

!

讨
!!

论

!!

目前对
.SQQ

置管后引发机械性静脉炎的原因研究分析

大致如下!$

(

&在置管穿刺过程中#导管和血管中的某些成分相

互作用#产生了刺激%$

"

&穿刺所选取的导管材料与血管壁吻合

程度不够#造成链接缝隙损伤血管组织%$

-

&操作人员操作不够

熟练#不能一次性置管到位#反复穿刺造成血管损伤%$

*

&置管

穿刺完成后#患者在休养过程或输液过程中不能严格按照要求

规范自己的姿势和动作#造成置管在血管内发生晃动#进而引

发并发症%$

,

&患者自身存在某些对血管有损伤的疾病#如糖尿

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当置管穿刺后#很容易对已经受过损伤

的血管造成二次伤害+

(G

,

'就我国现状来看#专一的
.SQQ

置管

技术在县级以下的治疗机构还不普及#农村区域更是少之又

少#不仅患者#一般医护人员对置管维护知识的了解都不够详

细#置管患者在医院得不到正确的维护知识#私下护理不当就

更有可能导致并发症出现'基于此#置管穿刺维护和护理干预

知识很有研究及推广普及的必要'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具有

系统-专一-深刻的特点#这是值得学习的地方'而国内基于

.SQQ

置管的研讨#大多停留在病因和治疗层次#对患者心理辅

助的干预护理较少'所以对
.SQQ

置管患者置管期间心理行

为护理方面进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

(H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多重护理干预措施的试验组机械性静

脉炎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不采用干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都能

够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并且能够注意规范自己的身体动作#

从而减少置管的移动#降低了置管对血管壁的损伤#进而降低

了并发症的发生'除此之外#合适的输液过程护理也在一定程

度上对血管起到了保护作用#也发挥了降低并发症的作用'从

焦虑评价上来看#试验组由于接受了较好的干预护理#患者的

心态有了很大改变#不再对置管有抵触和紧张#从而很好地控

制了自己的情绪#降低了焦虑程度#享受了更好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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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优质的认知-行为-肢体训练护理干预措施#

@E.

灯照射置管部位护理#增强透明贴护理置管部位护理#微

波治疗仪局部加热护理等合理有效的优质护理措施能够明显

降低
.SQQ

置管后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同时#干预护理实

施后#患者的焦虑程度也有了明显改变#对
.SQQ

置管患者进

行优质护理干预#能够让患者了解如何对置管部位进行护理#

既减少了自己的痛苦和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又提高了自己的生

活质量#优质护理干预为临床
.SQQ

的推广及其并发症的预防

提供了有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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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结合保健操训练对听力下降患者听力及语言交流能力的影响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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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心理护理结合保健操训练对听力下降患者听力及语言交流能力的影响%方法
!

将该院
"+(,

年
(b("

月

收治的
<G

例听力下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就诊日期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组
*-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给予心

理护理结合保健操训练!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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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语言频率听力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而语言识别率则高于干预前和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听力损失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但观察组干预后老年听力障碍量表筛

查版评分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心理护理结合保健操训练对听力下降患者听力及语言

交流能力具有积极影响!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关键词"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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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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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剧迅速#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易受

多种疾病的困扰#听力下降是老年人易患的主要疾病之一+

(

,

'

听力下降现象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正常生活#也对老年人的记

忆-语言交流能力及心理健康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增加了家

庭及社会的负担'由于我国保健服务-老年人自身观念及知识

水平等原因#听力下降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听力康复措施

单一+

"

,

'所以#对听力下降老年人群开展康复措施以延缓或改

善听力功能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心理护理结合康复保健操

对听力下降患者进行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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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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