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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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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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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基于健康信念模式"

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干预组实施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记录患者住院期间及随访出院后
$

个月内的用药依从性$结果
!

干预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及出院
$

个月内的用

药完全依从分别为
('P'Z

和
S%P%Z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J&PJZ

和
LSP'Z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通过干预!老年糖

尿病患者出院后
$

个月空腹血糖控制在为"

$PKa&PL

#

NN54

'

C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JPSa&P!

#

NN54

'

C

$结论
!

基于
V6B

的综

合护理干预可改善老年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有助于血糖的控制$

关键词"综合护理干预%

!

老年糖尿病%

!

用药依从性%

!

健康信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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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终身性疾病#其危害仅次于心

血管疾病和肿瘤#被称为人类疾病的第
'

大杀手*据研究报

道#良好的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

效果#增强糖尿病患者控制和调节自我血糖能力#减少和延缓

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

)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

V6B

%的综合

护理是健康教育在慢性疾病患者管理中的创新理念#强调以患

者的主观感受为核心#遵循认知的理论原则#医护人员从感知

疾病的易感性'严重性#感知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等
K

个关

键因素进行健康宣教#提高患者依从性#进而综合性地实施各

项积极护理措施#最终达到治疗目的(

'

)

*本院老年病科自

!%&'

年
$

月起采用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在提高老年糖尿病

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控制并发症发生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

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老年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糖尿病住院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

年世

界卫生组织关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随机血糖水平大于或等于

&&P&NN54

"

C

#空腹血糖水平大于或等于
JP%NN54

"

C

#口服葡

萄糖耐量试验中
!=

血糖水平大于或等于
&&P&NN54

"

C

%*患

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干预组男
'!

例#

女
!S

例&年龄
LJ

#

S$

岁#病程
J

#

!K

年&合并原发性高血压
!'

例#冠心病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SL

岁#

病程
S

#

!L

年&合并原发性高血压
!K

例#冠心病
&(

例*干预

组和对照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运动习惯'病程及并

发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

$P/

!

方法
!

本研究中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包括糖尿病

V6B

宣传教育'合理化用药'建立良好用药习惯'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和及时评估用药效果等多项措施*

$P/P$

!

糖尿病
V6B

宣传教育
!

本研究基于
V6B

感知疾病

的易感性'严重性#感知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等
K

个关键因

素进行健康宣教*主要内容包括!$

&

%采取集中讲解或床旁咨

询等浅显易懂的方式#向老年糖尿病病患者讲述糖尿病的病

因'临床表现'并发症'治疗方法和血糖自我监测等知识*$

!

%

强调糖尿病必须通过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和药物疗法严格控制

血糖水平#告诫患者血糖长期处于失控状态会损伤大血管'微

血管#并累计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诱发一系列严重

并发症#造成自身的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

'

%结合临床治

疗案例#鼓励患者及其家属正确对待认识糖尿病#积极配合医

师治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让患者明白,只要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和早治疗#有效控制好血糖水平#就能避免糖尿病并发

症#提高生命质量-#激发老年糖尿病患者接受治疗的信心#提

高治疗的积极性*$

K

%让患者感知糖尿病是由多病因引起'以

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突出糖尿病治疗的长

期性和终生性*告诉患者需严格遵照医嘱积极配合治疗#否则

会前功尽弃*

$P/P/

!

合理化用药
!

由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年龄大#记忆力普

遍降低#服用多种降糖药物存在较高的药物漏服和错服的风

险*老年糖尿病患者群体对药物费用更为敏感*因此#需在保

证临床效果的前提下#简化用药方案#选择价格合理的药物#提

高患者用药依从性*科室医护人员积极与老年糖尿病患者沟

通#介绍目前治疗糖尿病药物种类'药效'价格及可能存在的不

良反应#建议患者在经济能力可承受范围内#尽量服用长效药'

次数较少的药物或者采用胰岛素治疗#以减少服药次数和药物

种类#合理化用药(

K

)

*

$P/P'

!

建立良好用药习惯
!

建立良好的用药习惯是提高患者

用药依从性'严格执行医嘱和达到治疗预期的重要方面*针对

老年糖尿病患者#科室护理采取以下措施!$

&

%帮助患者建立用

药的规律性#将用药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生活习惯联系起来#

比如早饭前后服药#午睡前后服药及运动前后服药等#让服药

成为
&

种新的生活习惯*$

!

%住院期间#可采用闹铃定时提醒

或者采用较为醒目的方式标明用药时间和剂量$如用字体较大

的深色便签%#帮助老年糖尿病患者建立良好的用药习惯*$

'

%

对于合并有其他疾病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要告知其药物能否同

时服用#以及服用的先后顺序和剂量&对于有特殊需求的药物#

医护人员还应反复强调与讲解*$

K

%获取家庭成员支持*对于

有视网膜病变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应帮助家属学会如何协助患

者服药或者进行胰岛素注射&对于容易发生误咽情况的患者#

家属应协助其将药品磨碎或溶于水后服用&出院后要动员家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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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老年糖尿病患者继续保持良好的用药习惯#避免其养成不

听医嘱'擅自改变治疗药物'滥用其他药物#服用过期药物等不

良习惯(

L

)

*

$P/P1

!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

不良生活方式是促进糖尿病发生

发展的重要原因(

$

)

*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不仅可明显地改善

患者的血糖血脂#减少其慢性并发症#而且可以促进药物治疗

效果*科室医护人员向老年糖尿病患者制订低糖'低脂'低盐

和高膳食纤维饮食方案#严格控制患者每日摄入总热量#使其

养成平衡膳食习惯*同时#制订个体化的运动方案#让患者选

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合理设定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降低

血糖和血脂*良好生活方式的建立#可以充分培养老年糖尿病

患者积极的生活态度#调动其接受药物治疗的依从性(

$

)

*同

时#通过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可以调理老年糖尿病患者的

身体功能#使其能更好地吸收药物#增强对药物的敏感度#提高

药效*

$P/P2

!

及时评估用药效果
!

及时评估药物对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的治疗作用#积极反馈老年糖尿病患者#使其享受遵照医嘱

的益处#获得成就感并树立坚持服药的信心*教会其进行自我

血糖监测#确保血糖能通过药物疗法和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到合

理水平*如果血糖波动较大或病情发生新变化#应及时就医#

调整治疗方案#重新通过合理化用药控制病情#并在出院后定

期进行电话随访*

$P'

!

评价标准
!

在患者住院期间或出院
$

个月内#跟踪记录

或随访患者用药情况*患者严格按照医嘱按时按量用药为完

全依从&过量用药或减量用药'增加或减少用药次数等情况为

部分依从&未用药或私自使用非处方药为不依从*对干预组和

对照组患者用药依从性进行记录和数据处理*

$P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A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干预组患者在院期间的完全依从为
('P'Z

#对照组在院

期间的用药完全依从为
J&PJ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

#

=

#

%P%L

%*出院后
$

个月内#干预组的用药完全依从为

S%P%Z

#对照组的完全依从仅为
LSP'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

#

=

#

%P%L

%#说明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可明显

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特别是出院后的用药依从性*干预组

患者用药依从性改善#使其能有效地将空腹血糖控制在$

$PKa

&PL

%

NN54

"

C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JPSa&P!

%

NN54

"

C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

*

表
&

!!

!

组患者住院期间的用药依从性情况$

#

%

Z

'(

组别
#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干预组
$% L$

$

('P'

%

K

$

$PJ

%

%

$

%P%

%

对照组
$% K'

$

J&PJ

%

&L

$

!LP%

%

!

$

'P'

%

表
!

!!

!

组患者出院
$

个月内用药依从性情况$

#

%

Z

'(

组别
#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干预组
$% KS

$

S%P%

%

&!

$

!%P%

%

%

$

%P%

%

对照组
$% 'L

$

LSP'

%

!%

$

''P'

%

L

$

SP'

%

表
'

!!

!

组患者出院
$

个月后空腹血糖水平%

Aa>

&

NN54

)

C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干预组
$% (P!a&P' $PKa&PL

对照组
$% (P&a&PK JPSa&P!

'

!

讨
!!

论

!!

老年糖尿病患者随着知觉减退#记忆力下降#身边缺乏亲

人照顾#容易发生药物漏服或错服的现象*此外#老年糖尿病

患者用药习惯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不科学的观念#合理用药意

识淡薄#用药随意性大#滥用药物现象严重(

J+S

)

*提高老年糖尿

病病患者用药依从性#是确保药物效果'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的关键*调查表明#老年糖尿病患者缺乏对糖尿病疾病本身

和药物作用的认识#这是患者用药依从性低的主要原因(

S

)

*因

此#需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积极沟通#普及糖尿病及其治疗措

施#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本研究针对老年糖尿病

患者#采用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其为知
+

行
+

信
'

方面的

高度统一#可取得良好效果*,知-方面#医护人员多途径拓宽

健康宣教通道#积极与老年糖尿病患者沟通交流#向患者宣讲

糖尿病发病的病因'临床特点和治疗措施#让患者了解糖尿病

治疗的长期性和坚持性#科学地剖析目前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接

受治疗方面存在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以及潜在风险的后果#让

患者达到,知-*,行-方面#通过医护人员丰富的临床经验#制

订个人用药方案#培养并建立患者良好用药习惯#督促其养成

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药物疗效#把,行-落到全方位提高患者用

药依从性上*,信-方面#帮助患者实时监测血糖#及时评估用

药效果#让其真切地感受到遵照医嘱'合理用药的成就感#进一

步牢固其科学服药'坚持用药的信心和决心#让患者,信-科学'

,信-医嘱和,信-自己(

(

)

*

!!

在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中#糖尿病的健康宣教是干

预措施中的前提和核心#也是评价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

&

%

在实际操作中#对待老年病患者要有耐心*老年糖尿病患者某

些观点根深蒂固#对糖尿病病因和临床特点认识不足#对治疗

效果和费用思想包袱重#易产生烦躁悲观等消极情绪*医护人

员要有耐心#通过实际行动获取患者的信任*$

!

%要注意宣教

形式的多样性*对老年病患者#既可以通过定期举办知识讲

座'发放糖尿病知识小册等方式普及糖尿病知识#也可以通过

播放录像或自制视频#指导患者合理用药#进行适宜的健康锻

炼和平衡营养膳食*$

'

%充分发挥患者群体的力量*医护人员

鼓励并组织患者成立病友小群体*老年糖尿病患者间可以通

过交流成功经验#倾诉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互相提醒用药'

遵从医嘱#互相支持和鼓励#提高其对糖尿病的全面认识#调动

患者在治疗中的积极性#提高用药依从性*

!!

综上所述#基于
V6B

的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老年

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及治疗的认识#促进其在糖尿病治疗中养

成,知
+

行
+

信-的健康行为#提高其治疗的积极性#使药物治疗

更加合理'更加持久'更加有效#最终达到控制血糖和并发症'

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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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糖尿病老年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综合干预效

果评价(

h

)

P

实用药物与临床#

!%&$

#

&(

$

$

%!

J$&+J$KP

(

(

) 郭惠丽#任志英#岳宏#等
P

优质护理健康信念模式在冠心

病合并糖尿病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h

)

P

全科护理#

!%&K

$

!K

%!

!!(S+!!((P

$收稿日期!

!%&J+%L+&K

!!

修回日期!

!%&J+%J+!'

%

!临床探讨!

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的血液流变学特征分析"

曹建伟!冯淑芳!郑铠军!黄良锦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普通儿科
!

L!SK%%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肺炎支原体"

B,

#感染对患儿的血液流变学影响$方法
!

选择该院就诊的
&'L

例肺炎患儿!其中
B,

肺

炎"

B,,

#患儿
J%

例"

B,,

组#!其他原因肺炎患儿
$L

例"非
B,

组#!另选取该院体检的
K%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

组儿童体

质特征&年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具有可比性$分别测定
'

组儿童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并采用
",""&(P%

统计学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

B,,

组患儿血液流量学指标中的全血黏度"低切&中切&高切#&血浆黏度&红细胞压

积&红细胞沉降率!红细胞沉降率方程
E

值&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变形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

B,,

组患儿全血低切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沉降率方程式
E

值升高幅度亦大于非
B,

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L

#$结论
!

B,,

会导致患儿多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明显变化!与非
B,

患儿比较!可能更容易导致相关并发症状的产生!

诊疗时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肺炎支原体%

!

血液流变学%

!

儿童%

!

对照研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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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J!+(KLL

"

!%&J

#

!!+''J(+%'

!!

肺炎是儿科常见病之一#发病率高#发病范围较为广泛(

&

)

*

肺炎支原体$

B,

%是常见的人类呼吸道病原体#为儿童和成人

社区获得性肺炎$

-9,

%的主要原因之一#引起约
!%Z

#

K%Z

的
-9,

#且其中
&SZ

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

!+'

)

#严重影响患儿

的健康和生活*血液流变学是研究血液的流动性'聚集性及血

液有形成分$包括红细胞的弹性'变形性等%的学科*近年来#

众多研究报道#肺炎会导致肺部通换气障碍#使肺动脉血氧饱

和度降低#红细胞生成速度增加#氧气输送率代偿性增加#且氧

携带率降低#使二氧化碳滞留#细胞变形性降低#从而导致患儿

血液流变学的多项指标发生改变(

K

)

*但对于支原体肺炎

$

BB,

%患儿的血液流变学改变情况#尚缺乏系统研究*本研

究旨在探讨
BB,

发生时患儿血液流变学特征#为更有针对性

的临床诊疗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L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在本

院儿科确诊为肺炎且没有其他严重并发症的儿童
&'L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为
!

#

&!

岁&根据是否为
B,,

#分为
B,,

组和非
B,

组*其中
B,,

组患儿
J%

例&男
'&

例#女
'(

例&平

均年龄为$

$P&a!PJ

%岁&平均体质量为$

!!PLa$PK

%

A

O

*非

B,

组患儿
$L

例&男
'L

例#女
'%

例&平均年龄为$

$P!a!PS

%

岁&平均体质量为$

!!P'aLP(

%

A

O

*另选取本院体检的健康儿

童
K%

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PJa!P(

%岁&平均体质量为

$

!'PSa$PS

%

A

O

*

'

组儿童体质特征'年龄分布等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P%L

%#具有可比性*

$P/

!

方法
!

所有待测血液均为空腹'肘前静脉采血#并用乙二

胺四乙酸$

UI*9

%抗凝#

K=

内利用赛科希德
"9$$%%

全自动

血液流变仪#检测血液中的全血黏度$低切'中切'高切%'血浆

黏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沉降率'红细胞沉降率方程
E

值'红

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变形指数和红细胞电

泳指数*

$P'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A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P$

!

各组儿童血液流变学检测结果
!

'

组儿童血液流变学检

测结果#见表
&

*

/P/

!

'

组标本检测数据比较结果
!

B,,

组和非
B,

组患儿

的全血黏度$低切'中切'高切%'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

沉降率'红细胞沉降率方程
E

值'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刚

性指数和红细胞变形指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P%L

%*

B,,

组的全血低切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

积和红细胞沉降率方程式
E

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非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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