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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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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研究心理护理干预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

皮肤科使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治疗的皮肤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签方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V"

例$两组均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焦虑%抑郁症状评分!以及患者护理满意度等$结果
!

研究组患者治愈率为
/(,-.

!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患者术后
)

个月复发率为
#,-.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

O0O

#与抑郁自评量表"

OTO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研

究组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V,(-.

!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V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治疗皮肤病!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配合心

理护理干预!可以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减少并发症发生率!降低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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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属于皮肤及皮肤附属器官疾病的总称#是临床常见

疾病之一)

'

*

(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是治疗皮肤病的主要

仪器#在临床中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皮肤病一方面会给患者

身体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会给患者带来焦虑及抑郁

等不良心理)

#+*

*

(相关资料显示#有
#".

!

*".

的皮肤病患者

存在不良情绪)

!

*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不良情绪容易给皮肤病

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影响其治疗效果(为此#有必要在皮肤病

治疗过程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以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而

促进预后(本研究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皮肤科

使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治疗的
V"

例皮肤病患者在实施

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皮

肤科使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治疗的皮肤病患者
')"

例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签方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V"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V,)W*,-

%岁&疾病类型!寻常疣
*"

例#扁平疣
!"

例#丝状疣

'"

例(研究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W

*,#

%岁&寻常疣
*'

例#扁平疣
*/

例#丝状疣
'"

例(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疾病类型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无严重的心'脑等重要器官疾病者&$

#

%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接受本研究者(

$,/,/

!

排除标准
!

$

'

%精神病患者&$

#

%凝血功能障碍者&$

*

%

治疗依从性差者&$

!

%手术不配合者&$

-

%存在沟通障碍者(

$,'

!

治疗方法
!

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

疗机治疗#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

%术前护理!护理

人员做好患者病变区准备工作#将病变部位洗净#并对患者疼

痛比较敏感的病变部位给予
#.

利多卡因注射液局部麻醉(

术前要检查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是否运行正常#并掌握治

疗机的操作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护理人员要在手术室门口

设置警示牌#并对治疗区保持清洁卫生'消毒#预防烟雾污染与

疾病传播($

#

%术中护理!由于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在治

疗过程中会产生烟雾及火花#所以操作人员及患者均要加强眼

睛护理#比如戴上防护镜#同时安装吸烟雾的装置($

*

%术后护

理!指导患者皮损病变区内
'

周不要与水接触#确保清洁'干

燥'卫生(叮嘱患者禁酒#防止剧烈运动#避免出汗而延缓皮损

的恢复(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

$

'

%术前心理护理!根据患者皮肤病特点及就医情况#由护理人

员实施.一对一/深度访谈#了解患者目前对疾病的认识'疾病

对其心理的影响'目前存在哪些方面的心理问题等(根据访谈

结果#分析判断影响患者健康的心理特征#科学制订个性化心

理护理计划#并对患者实施该护理计划#帮助其解决目前存在

的心理问题#启发诱导其把压抑情感倾吐出来#摆脱心理上的

不适#对一些发生在颜面部或经常暴露在体表的疾病#给予患

者心理支持#加强心理疏导#让其树立正确的疾病观#并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护理人员要在患者治疗前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向患者认真讲解治疗方案'治疗注意事项#进而消除患者的顾

虑#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及决心($

#

%术后心理护理!术后对患

者进行口头教育#详细介绍患者治疗情况#让患者对自身皮肤

病的治疗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反复向患者讲解治疗及护理

的相关知识#进而消除患者术后紧张'焦虑及抑郁的负性心理#

促进患者疾病尽快康复(

$,1

!

观察指标
!

$

'

%术后
'-A

观察患者临床疗效)

-

*

(治愈!

只需一次性炭化'气化#

'"

!

'!A

脱痂&好转!需再次炭化'气

化($

#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

O0O

%

)

)

*

'

抑郁自评量表$

OTO

%

)

(

*评分(

O0O

共
#"

个项目#主要评定患

者的焦虑程度#累积各条目得分为
O0O

总分#总分越高#提示

焦虑程度越重&

OTO

共
#"

个项目#主要评定患者的抑郁程度#

累积各条目得分为
OTO

总分#总分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严

重($

*

%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护理满意度分为十分满

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个等级($

!

%术后复发情况(术后平

均随访
)

个月#观察患者复发情况(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XOO#","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以
IW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

见表
'

(研究组患者治愈率为

+

"V)*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KG6AQ<34

!

T6;6?K6B#"'(

!

U2<,'!

!

J2,#!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患者术后
)

个月复发率为
#,-.

#明显低于对照

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

%

.

&'

组别
,

治愈 好转 术后
)

个月复发

对照组
V" ("

$

V(,-

%

'"

$

'#,-

%

V

$

'","

%

研究组
V" (V

$

/(,-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两组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比较
!

见表
#

(干预前#两组

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

预后#研究组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比较%

IWA

(分&

组别
,

O0O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OTO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V" -',V-W*,)-!-,#(W',V) -#,"(W!,'(!",V-W*,"-

研究组
V" -#,'(W*,!***,V!W#,") -#,!)W!,***',((W*,*)

< ",')V '",*#) ",'(# /,V"-

!

$

","-

%

","-

$

","-

%

","-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

见表
*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

意度为
/V,(-.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VV,(-.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

%

.

&'

组别
,

十分满意 满意和一般 不满意 满意合计

对照组
V" -!

$

)(,-

%

'(

$

#',#

%

/

$

'',#

%

('

$

VV,(

%

研究组
V" ("

$

V(,-

%

/

$

'',#

%

'

$

',#

%

(/

$

/V,(

%

'

!

讨
!!

论

应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治疗皮肤病#主要是通过笔

针触头和病灶组织间存在的极小气隙产生极高的电场强度#诱

发气体分子发生电离#形成等离子火花#进而凝固及炭化病灶

组织#同时也可起到止血的作用)

V

*

(有研究证实#多功能电离

子手术治疗机治疗皮肤病具有操作简单'无皮肤损伤#伤口愈

合时间较短'愈合后不留疤痕'无色素沉着等优势)

/

*

(此外#在

治疗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技巧的熟练程度'患者的配合程度

均会影响治疗效果)

'"

*

(

有资料显示#患者配合度差与患者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

*

(

近年来#皮肤病患者心理因素的交互关系日益受到医护人员的

关注)

'#+'!

*

(皮肤病患者极易存在抑郁'焦虑'烦躁'不安等负

性情绪(医护人员在加强患者临床治疗的同时#不应忽视患者

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患者存在焦虑及抑郁等情绪#要对患者

实施心理疏导干预#以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治疗配

合度及依从性)

'-

*

(

在临床上#常规护理干预缺乏针对性强的心理干预措施(

为此#应在对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加用心理干预(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愈率为
/(,-.

#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患者术后

)

个月复发率为
#,-.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干预前#两组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O0O

与

OTO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V,(-.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V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由此说明#对皮肤病

患者加强心理干预能够提高疗效#缓解患者焦虑及抑郁等不良

情绪#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降低复发率(

综上所述#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机治疗与常规护理干

预的基础上#加用针对性强'系统化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促进患者尽快康复#提高患者护理

满意度#降低复发率(心理护理干预值得在多功能电离子手术

治疗机治疗皮肤病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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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患者外涂用药依从性差的原

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I

*

,

宁夏医学杂志#

#"')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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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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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艳#高强#张晓杰
,

皮肤病患者心身现状与心理行为

干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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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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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应用于胸腰椎段脊柱骨折治疗的可行性及安全性分析

王恩梁

"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骨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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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分应用于胸腰椎段脊柱骨折治疗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
!

选取于该院诊治的胸腰椎

段脊柱骨折患者
V"

例作为研究对象!术前通过采用
S2$A+7:$B34

9

评分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分值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方式!

其中
!

分
&

S2$A+7:$B34

9

评分
&

)

分的患者
*)

例行后路短节段内固定术!作为
0

组&

S2$A+7:$B34

9

评分
$

)

分且不伴脱位!骨折椎

后方结构完整的
')

例患者行前路内固定
[

骨折椎体次切术
[

前路植骨术!作为
Z

组&评分
$

)

分且伴有脱位或后方结构不完整

者的
#V

例患者行前后路联合
[

骨折椎体次切术
[

前路植骨术!作为
Q

组$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观察手术效果及并发症发生情

况$结果
!

经手术治疗后!

*

种手术方案中的后凸角%椎体压缩%椎管占位改善情况明显优于手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分数评分较手术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本组患者腰背神经功能恢复均较

好!仅有
(,-.

的患者出现轻微并发症$结论
!

S2$A+7:$B34

9

评分指导胸腰椎段脊柱骨折行不同手术方案治疗效果良好!对临床

手术入路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S2$A+7:$B34

9

评分&

!

胸腰椎段脊柱骨折&

!

可行性&

!

手术入路

!"#

!

$%&'()(

"

*

&+,,-&$)./0(122&/%$.&/1&%12

文献标志码"

0

文章编号"

')(#+/!--

"

#"'(

#

#!+*)V#+"*

!!

脊柱骨折多由间接外力$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高空坠落

等%引起#多见于男性#需要及早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疗#以减少

骨折对神经及身体机能的影响)

'

*

(胸腰椎段脊柱受固定胸椎

及活动腰椎的影响#损伤概率较高#且易发生多种并发症#增加

治疗难度(对此处骨折一般需进行手术治疗#临床治疗手段不

一#存在较大差异(相关研究显示#

S2$A+7:$B34

9

评分对脊柱

骨折入路方案的选择有重要指导意义#可有效提高临床手术效

果#受到临床医生及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可)

#+*

*

(基于此#本研究

通过选取于本院行胸腰椎段脊柱骨折手术的
V"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观察
S2$A+7:$B34

9

评分指导下不同手术方案治疗的可

行性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诊治

的胸腰椎段脊柱骨折患者
V"

例#男
-#

例#女
#V

例&年龄
#*

!

)-

岁#平均$

*(,!-W(,!)

%岁&骨折涉及
1

''

/

例#

1

'#

#V

例#

S

'

*#

例#

S

#

''

例&因高空坠落导致
*"

例#因车祸导致
#V

例#重

物压伤
')

例#其他情况
)

例(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胸腰部脊椎
1

''

!

S

#

节段有骨折现象并及时进行手术治疗者&$

#

%签订知情同意

书并积极配合者&$

*

%均伴有术前脊髓功能损伤者&$

!

%年龄大

于
'V

岁者(

$,/,/

!

排除标准
!

$

'

%具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或理解能力低于

正常水平者&$

#

%具有其他重大器质性病变#如心脑血管病变或

造血功能异常者&$

*

%身体极度虚弱或下肢残疾者&$

!

%不能完

成本研究或不能完整提供一般资料者&$

-

%具有陈旧性骨折'多

节段骨折或合并多种外伤者(

$,'

!

方法
!

术前对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拍摄前'后及侧位
d

线片#同时进行
Q1

及
GRL

检查#观察椎体压缩程度#计算椎

体契变角度数#经三维
Q1

观察椎管占位情况#统计
S2$A+7:$+

B34

9

评分(根据
S2$A+7:$B34

9

分值讨论合适的手术入路方式#

制订手术方案#其中
!

分
&

S2$A+7:$B34

9

评分
&

)

分的患者
*)

例行后路短节段内固定术#作为
0

组$

*)

例%&

S2$A+7:$B34

9

评

分
$

)

分且不伴脱位#骨折椎体后方结构完整者的
')

例患者

行前路内固定
[

骨折椎体次切术
[

前路植骨术#作为
Z

组$

')

例%&评分
$

)

分且伴有脱位或后方结构不完整的
#V

例患者行

前后路联合
[

骨折椎体次切术
[

前路植骨术#作为
Q

组$

#V

例%(对所有患者于术后进行为期半年的上门或电话随访#观

察患者预后情况(

S2$A+7:$B34

9

评分)

!

*

!

d

线片检查结果显示

后凸角
$

#-o

为
*

分#

'-o

&

后凸角
&

#-o

为
#

分#后凸角
%

'-o

为

'

分&

d

线片检查结果显示椎体压缩体积
$

)".

为
*

分#

*".

&

椎体压缩体积
&

)".

为
#

分#椎体压缩体积
%

*".

为
'

分&椎管内骨块占位
$

-".

为
*

分#

*".

&

椎管内骨块占位
&

-".

为
#

分#椎管内骨块占位
%

*".

为
'

分(后凸角'椎体压

缩程度及椎管内骨块占位
*

项得分相加即为
S2$A+7:$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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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分(

$,1

!

观察指标

$,1,$

!

影像学检查
!

于手术前'后对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观

察记录患者后凸角'椎体压缩体积'椎管内骨块占位的改善情

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1,/

!

手术效果及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

通过日本骨科协会评

估治疗分数$

IY0

%进行评分#于手术前'后对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患者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填写#不方便填写者可由家属协助(

IY0

问卷包括腰痛$

*

分%'下肢痛及麻木$

*

分%'步行能力$

*

分%'直腿抬高试验$

#

分%'感觉障碍$

#

分%和运动障碍$

#

分%

)

项#各项分数总和即为
IY0

评分#分值越高#表示状况越好(

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根据美国脊髓损伤协会$

0OL0

%评分进行判

定)

-

*

#对患者进行检查#统计感觉和运动评分(观察手术前和

手术半年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0OL0

评分分为
-

级!

0

级表

现为骶段
O

!

!

O

-

无任何感觉及运动功能#为完全性损害&

Z

级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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