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

+ 段泉泉#胜利
$

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的临床效度*

N

+

$

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

"%!"

#

"&

$

5

&!

&2&4&25$

*

+

+ 韩雪晶#颜廷霞#樊海英#等
$

临床护理路径在白内障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N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

$

!%

&!

!324!33$

*

&

+ 代美虹#唐丽#海萍#等
$

多媒体情景模式在眼科健康教育

中的应用*

N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

$

_!

&!

2642+$

*

2

+ 陈月玲
$

临床护理路径在
+%

例白内障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

N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

!!

$

"

&!

"&%4"&"$

*

3

+ 万丽萍#李晓玲
$

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

术治疗超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围术期处理观察*

N

+

$

检验

医学与临床#

"%!&

#

!#

$

!5

&!

"3%#4"3%+$

*

5

+ 宋君#易娟#余时智#等
$

围术期护理干预减少白内障术后

感染性眼内炎的效果观察和满意度调查*

N

+

$

检验医学与

临床#

"%!&

#

!#

$

!#

&!

!3634!3+%$

*

!%

+黄馨颖
$

老年白内障患者心理情绪及并发症的护理干预

效果分析*

N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5

&!

6"+24

6"&%$

$收稿日期!

"%!24%54!!

!!

修回日期!

"%!24!!4""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对提高
[/)R/

患者行多导睡眠监测的准确性

马
!

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综合科!成都
&!%%6!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持续质量改进护理对提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R/

$患者行多导睡

眠监测"

*/-

$的准确性%方法
!

选取该院
!"%

例
[/)R/

患者!按入院日期分为改进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模式!改进组给予持续质量改进护理!比较两组患者行
*/-

的准确性及满意度%

结果
!

干预后!改进组患者
*/-

的准确率"

23$##X

$高于对照组"

+%$%%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

预后!

*/-

结果显示改进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最低血氧饱和度&最长呼吸暂停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有明

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改进组满意度"

5%$%%X

$高于对照组"

&&$&2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持续质量改进护理可提高
*/-

的准确性及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多导睡眠监测#

!

准确性#

!

持续质量改进

中图法分类号"

16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456++

"

"%!3

$

%24%55#4%#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R/

&的

临床症状是患者在睡眠状态中反复出现低通气或呼

吸暂停症状*

!

+

#最终会导致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猝死等并发症的发生(多导睡眠监测$

*/-

&是国际

公认的诊断
[/)R/

的,金标准-#但
*/-

的准确性是

作出正确诊断及治疗的前提#不准确的
*/-

结果不

仅会延误患者病情#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产生医疗

纠纷#而且还会耽误手术的最佳时间(因此#提高

*/-

的准确性对于
[/)R/

患者的诊断及治疗极为

重要(既往研究显示#有效的护理干预对
*/-

的准

确性具有积极影响#同时还能够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

情绪#拉近医患关系#促使治疗结果良性发展*

"

+

(本

研究对
[/)R/

患者在行
*/-

过程中采取持续质量

改进护理模式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6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

例
[/)R/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入院日

期分为对照组和改进组#每组各
&%

例(其中改进组

男
"&

例#女
#6

例%年龄
+&

!

26

岁#平均$

&6$63V

+$3#

&岁(对照组男
"3

例#女
#"

例%年龄
+6

!

22

岁#

平均$

&+$"+V+$22

&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R/

符合
"%%"

年全国
[/4

)R/

会议对其的确诊标准*

#

+

%神志清楚#表达流畅%

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排除标准
!

既往有手术史者%精神病史或乙

醇)药物依赖者%过敏体质%资料缺失#无法评估效

果者(

$$'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改进组采用持续

质量改进护理模式#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

&准备阶

段#建立护理小组#由研究者与护士长牵头组织成立

持续质量改进小组#小组成员为科室主任)副主任医

师以上医生
"

名#中高级职称护士
#

名#初级职称护

士
&

名(对入组的成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为持续质

量改进健康教育护理方法及
*-/

的内容及注意事

项#

[/)R/

患者的临床表现等理论知识*

6

+

($

"

&问题

评估及原因分析#质量改善团队通过文献检索)讨论#

设计,

[/)R/

患者
*/-

表-#包括患者基本情况)影

响
*-/

准确性的因素以及监测结果
#

个部分(根据

对照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小组成员集思广益#

对影响
*/-

准确性的因素进行剖析(并总结为!

&

患者因素#白天睡眠过多%饭后饮用过多流质食物(

'

家属因素#未做好患者
*/-

前的准备%不了解
*/-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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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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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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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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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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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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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事项%配合性差(

(

护理人员#缺乏
*/-

的相

关知识#操作不熟练#缺乏增加患者依从性的技巧#无

法处理
*/-

中的意外情况*

+

+

(综合评估结果#通过持

续质量改进#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提高

患者及家属对
*/-

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患者治疗的依

从性#修订
*/-

操作流程#加强护理及考核方面的培

训#对
*/-

进行有效控制($

#

&持续质量管理实施阶

段#

&

护士培训#对科室护士进行为期
!

个月培训和

考核(培训主要包括
#

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着重

向护士介绍
*/-

对于
[/)R/

患者诊疗的重要性#让

所有的护士都认识到开展此改进项目的必要性(在

第
"

部分#向护士介绍
[/)R/

的疾病和护理知识#

*/-

的目的)方法)注意事项及各参数的意义以及在

操作中让患者配合操作的方法*

&

+

(在第
#

部分#向护

士示教更新的操作流程#护士在带教教师的辅导下进

行操作练习(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

*/-

的操作考试和角色扮演
"

个部分#每个护士必须

"

项考核成绩在
&

5%

分者才能进入本研究(

'

加强

患者及家属健康教育#在监测前)监测中对患者及家

属做好相关教育工作(护士在监测前对每个接受

*/-

的患者及家属进行,一对一-的宣教#内容包括

[/)R/

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注意事项以及

*/-

的原理)意义)方法以及患者自身的准备(监测

当天叮嘱患者不能饮用含有咖啡因的水或饮料#避免

过多喝水#禁止午睡%

*/-

前要洗头)洗脸)洗澡#但禁

止使用沐浴露)洗面奶#洗后不要使用护肤品#

*/-

时

要摘去金属饰物(

(

修订
*/-

操作流程#形成统一

操作标准#根据
"%!!

年美国耳鼻咽喉学会制定的.儿

童呼吸睡眠障碍多导睡眠监测操作指南/

*

2

+

#完善和

修订
*/-

的操作流程)护理常规#并修订宣教手册#

形成统一的标准#使护士操作更加规范化(同时新修

订的操作流程中#增加了
*/-

时可能遇到的突发情

况及应对办法#同时还加入了监测前的宣教内容)操

作中如何促进患者配合技巧等方法(

)

护士工作积

极性培养#为了提高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本研究小组

在小组日常工作区域内放置易拉宝进行
*/-

相关知

识宣传#同时将每月的准确率做成图表#张贴在护士

长办公室的信息栏中#让护士都看到数据的变化#以

此来提高士气($

6

&检查阶段#由护士长检查小组成

员的
*/-

表填写情况#并对小组成员收集进行
*/-

的
[/)R/

患者的资料进行核查(每月底进行资料

汇总#每
#

个月进行
!

次数据分析)原因查找#提出整

改措施#并于下季度检查整改的效果#直至达到预设

的目标(

$$1

!

效果评价

$$1$$

!

*/-

指标变化
!

持续监测
2

!

3K

进行睡眠

分析#监测完成后由电脑自动回放分析#再由呼吸科

主任重新修正分析#比较干预前后的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指数$

)R.

&)最低血氧饱和度$

T/B[

"

&和最长呼

吸暂停时间$

T/)7

&(

$$1$/

!

满意度评价
!

自行设计满意度调查表#对患

者或其家属进行调查#共计
&

个方面#分别采用
T@Q4

CH:+

评分法#很满意!

+

分#满意!

6

分#一般!

#

分#不满

意!

"

分#很不满意!

!

分(满意率
`

$很满意例数
Y

满

意例数&"总例数
f!%%X

(该调查表由
#

名护理专家

进行效度分析#内容效度为
%$5%#

#预试验表明
(H8A4

JB>K

系数为
%$35+

(

$$2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2$%

统计学软件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或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CV@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4

检验#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行
*/-

准确率比较
!

干预后#改进组

患者
*/-

的准确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行
*/-

准确率比较

组别
(

准确$

(

& 不准确$

(

& 准确率$

X

&

对照组
&% #% #% +%$%%

改进组
&% 62 !# 23$##

!

"

!%$626

! %$%%!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

检查结果主要指标比

较
!

干预后#

*/-

检查结果显示#改进组
)R.

)

T/B[

"

及
T/)7

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满意情况比较
!

干预后#改进组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

检查结果主要指标比较$

CV@

(

( &̀%

%

组别
)R.

$次"分&

干预前 干预后

T/B[

"

$

X

&

干预前 干预后

T/)7

$

9

&

干预前 干预后

改进组
+!$52V"2$%" &$#3V6$%& +#$35V!5$"" 3+$#6V6$6# &"$!5V!!$6# "5$62V+$#&

对照组
+"$%6V"6$!# !%$"!V!!$+# +!$5%V"%$"6 25$26V+$&# &!$3#V!%$56 +5$65V!%$#3

4 '&$3#6 6$""& !$+## +$2#5 %$!2& !5$5%+

! %$%!" %$%"# %$6+3 %$%!5 %$3&% %$%%%

'

6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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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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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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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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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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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患者满意情况比较#

(

$

X

%&

组别
(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满意合计

对照组
&% 5

$

!+$%%

&

#!

$

+!$&2

&

3

$

!#$##

&

&

$

!%$%%

&

&

$

!%$%%

&

6%

$

&&$&2

&

改进组
&% !&

$

"&$&2

&

#3

$

&#$##

&

+

$

3$##

&

!

$

!$&2

&

%

$

%$%%

&

+6

$

5%$%%

&

!

"

5$&"6

! %$%%"

'

!

讨
!!

论

!!

[/)R/

是临床上常见并且具有潜在危险的睡眠

呼吸障碍疾病*

3

+

(是由于多种病因引起反复发作的

长时间呼吸暂停或低通气症状#不仅对患者的夜间睡

眠质量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引起或加重心脑血管疾

病)内分泌失调)肾功能损伤等#并且对患者日间工作

效率的影响也极为突出#严重影响患者的综合生活状

态(近年来#受空气)环境污染#尤其是雾霾)吸烟)饮

食不合理)肥胖等因素的影响#

[/)R/

的发病呈不断

上升趋势#也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

*/-

是诊断
[/4

)R/

的重要依据*

5

+

(

*/-

结果的准确性对于
[/4

)R/

患者的治疗具有积极意义(但受多种因素影

响#导致
*/-

结果的准确率降低#从而影响了
[/4

)R/

的诊断#同时也耽误了患者的治疗(报道显示#

加强
*/-

过程中的护理#对于提高监测结果准确性

的意义重大#同时对于患者的诊断及治疗均有重要影

响*

!%4!!

+

(因此#本研究采用持续质量改进护理模式应

用于
*/-

过程中(

本研究通过对
&%

例行
*/-

的
[/)R/

患者的资

料进行分析#统计出影响
*/-

结果准确性的因素有

患者因素)家属因素)护理人员等(并针对上述因素

采取了患者及家属宣教)护士培训)完善和修订
*/-

操作流程等措施(结果显示#干预后#改进组患者

*/-

的准确率$

23$##X

&高于对照组$

+%$%%X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

*/-

检查结果显

示#

)R.

)

T/)7

)

T/B[

"

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改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且改进组满意度

$

5%$%%X

&高于对照组$

&&$&2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明持续质量改进有利于提高
*/-

的

准确性#改善
*/-

指标#提高患者满意度(这主要是

由于本研究根据探索出的影响
*/-

结果准确性的因

素#采取了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并在干预过程中

对于护理方法进行持续质量改进#促进医护与患者之

间的关系#增加了患者的配合性#从而使
*/-

在顺利

进行的同时#提高监测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持续质量改进护理可提高
*/-

的准

确性#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由于

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因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干预

和观察的时间不长#所分析的因素较少(今后可考虑

增加样本量#延长干预的时间#以更好地了解持续质

量改进的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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