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

)陈佳
*

开展无缝隙护理对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

R

)

*

中国医药导报#

#%$#

#

1

$

,

%!

$.,)$.+*

(

$,

)魏兰
*

急诊科急危重症患者转运交接过程中无缝隙护理

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R

)

*

齐鲁护理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通信作者#

L)3AE@

!

1$..,#1#&

#KK

*983

*

!临床探讨!

探讨加强陪护干预对老年病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梁晓慧!王晓华!孟伟康!温
!

博&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老年病科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加强陪护干预对老年病患者心理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老年病科收治的

患者
$#,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做好常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加强陪护等方面的干预!对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进行对比$结

果
!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

N6N

#评分'抑郁自评量表"

NdN

#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6X6

#评分及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

^6Xd

#评分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后!研究组
N6N

'

NdN

'

^6X6

及
^6Xd

分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加强老年病患者陪护!有利于降低他们的焦虑抑郁水平!避免患者出现

严重的心理波动!改善护理质量$

关键词"老年病*

!

陪护*

!

焦虑抑郁*

!

心理波动*

!

影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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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1,//

"

#%$"

#

#%).%1%)%.

!!

老年病患者常年经受各种各样躯体疾病的困扰#再加上患

者家人各自忙于工作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在医院陪伴#病人往

往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

$

)

*这不仅对患者自身的病情

恢复造成了困难#对医护人员日常护理及治疗中形成阻碍#对

患者家庭关系等方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要求也在不断的增

加#在护理中应该怎样减轻老年患者的消极情绪及心理负担#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医护人员的工作重点(

#

)

*对患者

采取支持性心理护理不仅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病情#使身体整体

状况明显改善#还能使患者减少心理压力#防止出现较大的心

理波动*为探讨加强陪护敢于对老年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本

文选取了本院
$#,

例患者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老年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医治的病患者进行分组护理*

$#,

例老年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平均住院次数$

/*#̀

#*/

%次#平均病程$

$,*&̀ "*/

%年&患者病种分别为!高脂血症

#

例'糖尿病
$#

例'慢性支气管炎
$.

例'心肺疾病
&

例'冠心

病
$$

例'高血压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

%岁#平均住院次数$

/*/̀ #*$

%次#平

均病程$

$,*/̀ &*%

%年&患者病种分别为!高脂血症
$

例'糖尿

病
$,

例'慢性支气管炎
$$

例'心肺疾病
"

例'冠心病
$#

例'高

血压
$/

例*所选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6Xd

%评分
%

"

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6X6

%评分
%

$,

分#无遗传性精神病

史#符合焦虑与抑郁情绪诊断标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

用药指导#密切监测他们的生命体征#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

做好陪护工作*

$*/*$

!

加强业务水平
!

陪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加强自身

业务水平*按照自身要求尽职尽责的完成日常工作*保证对

老年患者进行满意的服务*做到陪护人员对每例患者的基本

情况以及每天动态病情的掌握#帮助患者完成生活基本所需#

在一切以患者为主的前提下#实行全面到位的护理(

.),

)

*

$*/*/

!

加强健康教育
!

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应该加强对陪护

人员的相关健康教育力度*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对陪护人员进

行相关病情的讲解#日常护理中的注意事项及对患者的日常护

理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加强陪护人员的健康教育力度#以便于

病房管理稳步进行*首先应对患者主要陪护人员进行患者相

关病情知识传授#使陪护人员掌握正确的护理方式以及注意事

项#对糖尿病高血压等患者的陪护中应着重注意其饮食及日常

活动*其次是加强对陪护人员安全知识的培训#提高陪护人员

的危险意识#减少各种意外的发生(

/

)

*最后应详细的对陪护人

员说明陪护人员的重要性及与医护人员之间应该如何配合及

其目的*

$*/*'

!

加强陪护管理
!

在临床中#因为老年病患者数量的增

加#各医院病房中的陪护人员日益增多#目前解决陪护人员杂

乱#专业水平较低#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日常管

理#也是最有效最快速的解决办法(

+

)

*首先应该根据每位患者

的实际情况及病情特点来制订各病房的管理制度#遵循患者的

实际需要#并且落实到实处进行管理*其次是落实陪护的管理

工作#保证整体环境的稳定'安静#确保自身的岗位职责(

"

)

*最

后是医院应当成立相应的陪护管理部门#聘请专业人员对陪护

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陪护人员进行相关岗前培训#努

力提高医院各类陪护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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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提高评估标准
!

医院门诊在接诊时应该使用综合素质

较高#且经验丰富的护士*接诊过程中应该全方位的了解患者

身体情况#文化水平#家庭条件等#对接下来的治疗提供相应的

条件(

&

)

*针对老年患者心理波动方面应该对相关人员进行专

业培训#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和疏导#从各方面满足患者的

需要*增强患者的信心#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

!

疗效判断标准
!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

N6N

%及抑郁自评量

表$

NdN

%评分表来评估患者焦虑以及抑郁感受#评分
#

/%

分是

无抑郁#评分
/%

!

+%

分是轻度抑郁#评分
'

+%

!#

"%

是中度

抑郁#评分
%

"%

分是重度抑郁*采用
^6Xd

'

^6X6

评定神

经症及其他病人的焦虑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评估两组患者的

焦虑以及抑郁水平*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评级方面#护理干预

$

个月之后使用
.+

条目健康量表$

Na).+

%进行评估#该量表主

要包括社会功能'躯体功能'角色功能以及认知功能等方面#每

个方面的满分为
$%%

分#其中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的生活质量

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
G È

表示#组件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O

#

%*%/

为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6Xd

'

^6X6

评分对比
!

干预前#

两组患者的
^6X6

'

^6Xd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

'

%*%/

%#干预后#研究组
^6X6

'

^6Xd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NdN

'

N6N

评分对比
!

干预前#两组患

者的
N6N

'

NdN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

后#研究组
N6N

'

NdN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N6N

'

NdN

!!!

评分对比#

G È

$分&

组别
.

6̂Xd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6̂X6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 #%*%,̀ #*$. $&*,"̀ #*/+

A

$1*#,̀ #*$, $&*$"̀ #*#,

A

研究组
+# $1*#/̀ .*#, $+*#.̀ .*,"

AB

$/*#$̀ #*$" $+*$#̀ #*$&

AB

9 %*/+& .*"&, .*#,$ $*,"#

O

'

%*%/

#

%*%/

'

%*%/

#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A

O

#

%*%/

&

B与对照组比较#

B

O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NdN

以及
N6N

!!!

评分对比#

G È

$分&

组别
.

NdN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N6N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 /$*+̀ .*, ,/*.̀ .*#

A

/%*&̀ .*, ,.*+̀ .*#

A

研究组
+# /$*.̀ .*+ .$*#̀ .*$

AB

/%*#̀ .*1 .+*+̀ .*/

AB

9 %*/," .*+&# %*1"# .*"&#

O

'

%*%/

#

%*%/

'

%*%/

#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A

O

#

%*%/

&与对照组比较#

B

O

#

%*%/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后#研

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敢于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G È

$分&

组别 时间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功能

对照组 干预前
+/*#̀ /*1 +%*#̀ ,*$ +$*"̀ /*$ +$*"̀ ,*1

干预后
+&*,̀ +*.

A

+,*&̀ ,*"

A

+/*&̀ /*.

A

+/*,̀ ,*+

A

研究组 干预前
+,*"̀ /*" +%*$̀ ,*# +$*,̀ /*" +#*$̀ ,*.

干预后
&$*/̀ /*1

AB

&$*.̀ ,*&

AB

&#*/̀ +*$

AB

&$*+̀ ,*&

AB

!!

注!与干预前比较#

A

O

#

%*%/

&与对照组比较#

B

O

#

%*%/

'

!

结
!!

论

!!

社会的不断进步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问题#随着老龄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环境的日渐恶化#各种疾病

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普遍上升(

1

)

*在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中#抑

郁症是最常见的#也是在老年人中发病率最高的病症之一#根

据数据统计表明#老年抑郁症患者中约有
1%-

以上的患者存

在慢性疾病等情况*因此可以判定#抑郁症主要因素是老年病

的发生*抑郁症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有极大的

危害#不仅对老年人基础疾病的治疗带来了难度#也对老年患

者的日常生活护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

增长#各器官在不断的衰竭#相关机能在不断的降低#对于各种

疾病的预防和抵抗能力下降#导致各类老年病的发生*老年人

的生理机能下降对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分泌也产生了非

常大的影响#相关调节功能的紊乱是患者情绪变化波动较大#

也是老年人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的诱发因素*

老年患者在住院期间的陪护工作中及出院回家后陪护工

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因为陪护人员多为农民或者下岗

工人#年龄相对较大#自身素质较低&对于陪护的相关专业知识

掌握较少#自身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多数陪护在护理过程中已

受到其他人员的歧视不被尊重等现象#使陪护人员在自身工作

中极易出现厌烦或者应付心理#不仅对老年患者的治疗和护理

有一定的影响#对患者心理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

$$

)

*其次是

看护人员在护理工作中缺乏较强的责任心#大多数的老年患者

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需卧床治疗#而大多数的看护人员并非长

期连续性进行陪护工作#非连续性的陪护并不能保证收入的及

时与稳定#使陪护人员在工作中缺乏工作责任心#导致患者出

现各种意外或病情加重而不得不更换陪护的情况*其次是陪

护的选择和使用中#缺少相关的上岗准入标准#绝大多数陪护

人员在上岗前并未接受过专业的陪护训练#并不了解患者自身

病情的注意事项及对患者治疗有帮助的护理手段#不仅给患者

健康带来了隐患#更不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

$#

)

#极易出现较大

的医疗事故#使医院与患者之间的纠纷增加*最后是陪护管理

中的工作管理模式落后#在传统的护理方法中#对于患者的看

护手段一直是采用单人长期看护的原则#不仅会使看护人员身

体疲惫#导致对患者照顾不周等情况发生#还易出现意外#对患

者造成其他伤害*

对老年患者护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患者病情恶化程度#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在日常的护理中#应该加强对老年患者的

相关病情护理工作#促进患者恢复健康(

$.

)

*其次是应该注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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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加强自身工作责任感#提高老年患者生

活质量*对于老年患者陪护人员应该加强管理和相关专业知

识的传授与考核#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

$,

)

*护理人员在

整个护理工作中应该对陪护工作起到管理监督作用#主动对其

进行专业的指导和相关病情的讲解#使其了解自己需要做的陪

护工作以及注意事项#使其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本研究的结果

显示#研究组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干预#其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为了减轻老年患者的焦虑忧郁#广大医护人员应当注重根

据每例老年患者的自身病情和切实情况多做沟通和开导#多关

心日常生活#与患者建立好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方便更好地

治疗工作#而且对老年患者的病情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减少患

者并发症等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的身体康

复#使老年患者在整个护理中可以感到温暖舒心#找到家人的

感觉*同时应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使患者明确自身的病情#增

强患者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减轻自身的心理压力#有利于患

者身心健康的恢复*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综上所述#对老年病患者加强陪护#有利于降低他们的焦

虑抑郁水平#避免患者出现严重的心理波动#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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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危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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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通路不畅的应用效果

韩秋然$

!李
!

丽#

!褚娅琨#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医院(

$*

体检中心*

#*

重症医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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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危重患者血管通路不畅的治疗效果$方法
!

选取
#%%1P#%$%

年
+$

例在该院接受过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7

#的危重患者!按照患者的入院日期对其进行分组!对照组
.$

例患者行常规护理!干预组
.%

例病患

进行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活化凝血时间"

6!7

#!统计其血管通畅率以及
#,>

肌酐等$结果
!

干预组患者

的血管通畅率为
/+*+"-

"

$"

)

.%

#!较对照组的
$1*./-

"

+

)

.$

#更高!两组患者在血管通畅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

组患者在
#,>

体温和呼吸变化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但在
6!7

值'肌酐变化等方面基本相同$结论
!

完善现有的护理技术!有助于提速危重患者的血管畅通率*危重患者的血管通路若保持畅通!对
![[7

结局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危重患者*

!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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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重患者进行抢救最重要的就是血管通路*作为连续

性肾脏替代治疗$

![[7

%的基本#往往决定了患者的生死存

亡*重症监护室$

O!T

%患者的病情一般都十分危重#其血流动

力学很难保持稳定#治疗需用到各种机械和管道且很难进行移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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