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CBL>@NBDF+>I>N?,+?>NFH_BHC

*

a

+

#YA?LXFCBLU>N=

O

IBNB@D)IDBH@FD.BL

#

"%!$

#

"0

$

'

&!

!0"1=!0''#

*

&

+ 漆红梅#王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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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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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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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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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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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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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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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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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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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墨天燕#刘祥霞#张静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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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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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9<#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9=!!

&

!临床探讨!

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在老年血液透析患者中的效果

吴传芳!

!王
!

娟"

!张
!

宪"

!李海英"

"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

!#

护理部#

"#

血透室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对老年血液透析患者的作用&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进行血

液透析的
1$

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9

例&对照组行常规透析护理和健

康知识教育!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为期
0

周的团体认知饮食管理&比较
"

组患者低血压'高血压
"

种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对比
"

组患者尿量'残存肾功能!采用简式健康焦虑量表"

7*)4

%评价患者健康焦虑水平!比较
"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
!

研

究组患者低血压发生情况为
&

例"

!%#<$̂

%!高血压发生情况为
'

例"

<#'0̂

%#对照组患者低血压发生情况为
!"

例"

"&#&'̂

%!高

血压发生情况为
0

例"

!9#%"̂

%!研究组低血压和高血压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研究组的

尿量与残余肾功能明显改善且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前
"

组患者健康焦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干预后研究组健康焦虑得分下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19#09̂

!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团体认知饮食管理能有效降低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改善其尿量及残余肾功能!减轻患者焦虑的心理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团体认知#

!

饮食管理#

!

血液透析#

!

老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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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1$&&

"

"%!9

%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已迈入

老龄化社会#维持血液透析进行肾脏替代治疗的老年患者逐渐

增多*

!

+

'由于自身生理功能发生老化及该治疗方法的特殊性#

使得老年患者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生理及心理问题$如对治疗

费用担忧-对并发症及治疗预后认识不足产生焦虑等&

*

"='

+

'团

体认知饮食管理是一种能明显改善患者焦虑等不良情绪的心

理学治疗手段#能使患者产生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生命

质量*

$

+

'本研究将团队认知饮食管理应用到老年血液透析患

者的治疗中#取得明显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进行

血液透析治疗的
1$

例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表

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9

例#患者平均年龄

$

9!#&"W<#!0

&岁#血液透析时间为
!

!

!"

个月'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慢性肾炎
!&

例#糖尿病肾病
!&

例#高血压肾病
!9

例'研究组男
"$

例#女
"'

例%慢性肾炎
!9

例#糖尿病肾病
!$

例#高血压肾病
!<

例'排除标准!$

!

&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

$

"

&无法正常进行阅读和语言表达的患者%$

'

&正在使用抗焦虑

药物的患者'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行常规的透析护理和健康知识教育#

包括住院期间的常规透析护理干预-以口头宣讲为主的健康知

识教育#专科医师及护士在患者每次透析时进行巡视和观察#

了解并记录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

$#/#/

!

研究组
!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团体认知饮食

管理'$

!

&成员构成及分组情况'将
$9

例老年患者分为
$

个

小组#每组
!%

!

!"

例患者#配备
!

名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资格的心理医师#

"

!

'

名护士'每周进行
!

次团体认知干预#

每次时间为
$&N?@

'$

"

&对患者认知的重建'通过相关的知识

讲座-现身说法-团队成员共同讨论等方式#纠正患者对于自身

疾病预后及后续治疗费用的不合理认知#向患者分析并说明不

合理认知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为患者重

建理性正确的认知'$

'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知识教育'将血

液透析治疗的相关原理-可能产生的并发症及该病的预后情况

通过视频-演示文稿或者动画形式向患者进行展示#心理医师

和护士在患者每次透析时的巡视和观察及每周的团体认知干

预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对患者进行

心理上的支持及鼓励#激发其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决心'$

$

&合

理的饮食护理干预'充分考虑老年患者身体功能退化及患者

的不同情况#为患者制订个体化食谱#标明每种原材料的使用

量-烹饪方式#并每餐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含量进行

量化'

$#'

!

评价指标
!

$

!

&运用简式健康焦虑量表$

7*)4

&对患者健

康焦虑水平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疾病可能因子和负性结果因

子
"

个维度'$

"

&记录患者尿量及残余肾功能的变化情况#收

集患者尿液#测定尿素氮$

X[2

&水平#根据尿肌酐$

[UH

&-血肌

酐$

UH

&-

X[2

水平比值测定患者残余肾功能'$

'

&记录
"

组患

者低血压及高血压并发症发生情况'$

$

&采用简式健康焦虑量

表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该量表效度为
%#1"

#分满意-

比较满意-不满意
'

个层级#满意度的计算包括满意和比较满

意两部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77!1#%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I#!$

!

2>#"!



量资料采用
IW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干预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尿量及残余肾功能

比较
!

研究组经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干预后#低血压-高血压发

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尿量及残余肾功能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干预前后健康焦虑状况比较
!

干预前#

"

组患者

疾病可能因子-负性结果因子及健康焦虑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疾病可能因子及健康焦虑

数值均降低且低于对照组#负性结果因子数值升高且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干预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尿量及残余肾功能比较

组别
+

尿量$

IWE

#

NT

"

L

& 残余肾功能$

IWE

#

NT

"

N?@

& 低血压*

+

$

^

&+ 高血压*

+

$

^

&+

研究组
$9 !%<&#'1W!$9#"< <#&1W%#91 &

$

!%#<$

&

'

$

<#'0

&

对照组
$9 1%&#$$W!&"#<0 &#!'W%#19 !"

$

"&#&'

&

0

$

!9#%"

&

!

"

"

; "#"!' "#'0& $#1&' &#!!&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干预前后健康焦虑状况$

IWE

&分%

组别
+

健康焦虑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疾病可能因子

干预前 干预后

负性结果因子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9 !0#'1W0#<$ !&#%$W0#&< !"#$&W9#!& !%#"9W9#%' $#$&W"#$! <#"0W"#0'

对照组
$9 !0#$"W0#99 !<#'$W0#1$ !"#10W9#'! !!#<&W9#&0 $#&9W"#<< &#!&W"#'1

; %#9&! !#11$ %#<11 "#!<0 %#9$! "#%9"

!

%

%#%&

$

%#%&

%

%#%&

$

%#%&

%

%#%&

$

%#%&

/#'

!

"

组患者干预后干预满意度比较
!

经团体认知饮食管理

干预#研究组患者干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干预后干预满意度比较

组别
+

满意$

+

& 比较满意$

+

& 不满意$

+

& 总满意度$

^

&

研究组
$9 '1 9 ! 19#09

对照组
$9 "" !! !$ 9%#"!

"

!!

注!与研究组比较#

"

!

"

:$#$9&

#

"

!

$

%#%&

'

!

讨
!!

论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在透析患

者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老年人因身体各系统出现衰老#各器官

功能出现衰退#在进行血液透析后更容易引起并发症'老年人

患病后心理及情绪开始出现不同程度变化#主要表现为焦虑-

紧张-孤独等*

&=<

+

'因此#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同时#寻找改

变老年血液透析患者不合理认知#降低其并发症发生率的管理

干预方法十分重要'团体认知饮食管理是一种具有低成本-高

效益的循环式心理管理#该管理模式可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

郁等多种负性情绪*

9

+

'多项研究表明#在治疗时间-医疗条件

一定的情况下#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干预治疗有较高的有效

率*

0

+

'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因其有效性和经济性#已被广泛的应

用于多个领域'

!!

相关文献提出#团体认知饮食管理能够通过纠正-消除患

者的不合理认知#消除患者对疾病预后及相关治疗费用的顾

虑#使其坚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从而缓解焦虑-恐惧的心理状

态*

1

+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经过团体认知饮食管理的干预#

健康焦虑水平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

通过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干预#存在相似病情的患者能相互交

流-互相鼓励#并通过对相关病理知识的理解#有效缓解其对疾

病的焦虑与恐惧心情'研究表明#低血压和高血压是血液透析

患者最容易发生的
"

种并发症*

!%=!!

+

'其中#老年血液透析患者

比年轻患者更容易出现低血压#这是由于老年患者心肌供血不

足#心脏储备功能下降#血管调节能力低下%而高血压则是由于

患者在透析前精神高度紧张#肾素分泌过多所致'本研究中#

通过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干预#研究组患者紧张焦虑情绪减少#

同时#通过合理的饮食调节#有效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

研究表明#对肾病患者的饮食-饮水量及体质量进行严格

的控制能起到改善患者尿量#延缓肾功能的作用*

!"

+

'本研究

中#团体认知饮食管理能够有效提高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尿量#

延缓其肾功能#这与于澈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研

究组的干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团体认知饮食管理能

够通过纠正患者对自身疾病-病情预后的不合理认知#改善患

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帮助患者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

干预满意度'

!!

综上所述#团体认知饮食管理对降低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改善其尿量及残余肾功能-减轻患者焦虑的心理

状态有良好效果#能有效提高干预满意度'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可能存在偶然性#有待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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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霉素对支原体肺炎患儿心肌酶及
UV8

水平的影响

诸葛远莉!

!薛春玲"

#

"

!#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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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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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科!江苏南京
"!%%%0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阿奇霉素对支原体肺炎患儿肌酸激酶"

UZ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73

%'乳酸脱氢酶"

T-*

%'肌酸激

酶同工酶"

UZ=.X

%及
U

反应蛋白"

UV8

%水平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儿科门诊就诊的
00

例支原

体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据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

例%和观察组"

$'

例%&

"

组患儿均给予降温'化痰'补液等对症治

疗&对照组给予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静脉滴注
9L

后!换用红霉素干混悬剂!口服!连用
9L

&观察组给予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

素!静脉滴注
&L

后!停
$L

!换用阿奇霉素干混悬剂!口服!连用
'L

!停
$L

!再口服
'L

&结果
!

"

组患儿心肌酶及
UV8

水平在治

疗
'L

后有所上升'但随着治疗逐渐下降&观察组治疗后
'L

'

!

周后血清
UZ=.X

'

UZ

'

T-*

'

)73

及
UV8

水平较对照组下降幅度

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9#90̂

和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对照组有
"

例出现腹泻!

'

例出现腹痛!

"

例出现呕吐!

!

例出现静脉炎!总发生率为
!9#90̂

#而观察组仅有
!

例出现腹泻和腹痛!总发生率为
$#<!̂

#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

$

%#%&

%&结论
!

阿奇霉素治疗支原体肺炎能

较好地改善患儿的心肌酶及
UV8

指标!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心肌损伤!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阿奇霉素#

!

支原体肺炎#

!

心肌酶#

!

并发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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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具有起病相对缓慢的临床特点#存在发热-全

身乏力-咳嗽等症状#但肺部特征相对不明显*

!

+

'支原体肺炎

占肺炎患者的
!&̂

#且在我国各地均有出现*

"

+

'目前#患儿肺

炎支原体感染的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由于儿童自身各系统器

官发育不成熟#发生肺炎时常伴有一定的肺外损伤'除消化系

统外#心血管系统损伤也是患儿极易累及的部位#有学者报道

患儿支原体肺炎中有
"0#'̂

的患儿伴有心血管系统损伤*

'

+

#

肌酸激酶同工酶$

UZ=.X

&的阳性检出率高达
$9#1̂

*

$

+

'多项

研究已证实#

U

反应蛋白$

UV8

&对于支原体肺炎的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它在炎性反应急性期由肝脏分泌#数值常先于白细胞

计数$

eXU

&升高#且不受年龄-性别等客观因素的干扰'而检

测心肌酶谱可准确了解心肌的损伤程度'本研究通过阿奇霉

素对支原体肺炎患儿的治疗#分析检测心肌酶及
UV8

水平的

变化#探讨其临床疗效与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儿科

门诊就诊的
00

例支原体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患儿均符合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治专家共识/中支原体肺炎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

&

+

!$

!

&患严重的先天性疾病%$

"

&伴有其他部位的感

染%$

'

&对本研究所使用的药物过敏%$

$

&存在呼吸衰竭及其他

脏器或系统功能明显损伤或衰竭#需要立刻收住入院者'本课

题经由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患儿家长均知晓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自愿配合'按随机数据表法将所有入组对象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W"#!$

&岁'观察组
$'

例%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1

岁#平均$

&#$&W"#"9

&岁'

"

组患儿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治疗方法
!

"

组患儿均给予降温-化痰-补液等对症治

疗'对照组给予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由湖南中南科伦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0

&#每日按体质量

"&N

E

"

_

E

#静脉滴注#

!

次"日#静脉滴注
9L

后#换用红霉素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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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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