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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暴露患者防治知识认知现状及护理干预"

刘春玲!刘
!

琼!杨会茹!侯桂英!刘
!

珊!张红霞!蔡莉芬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感染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狂犬病暴露患者防治知识认知现状及护理干预情况&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就诊的
%**

例狂犬病暴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调查狂犬病暴露患者防治知识认知

现状!并将
%**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

常规治疗的同时增加护理干预!比较护理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变化情况&结果
!

%**

例狂犬病暴露患者

特征为#暴露级别以
$

度为主!四肢是患者受伤的主要部位!大部分患者被自家宠物咬伤&在狂犬病相关知识

问卷调查中!答对率最高的问题是狂犬病是否为传染病"

45(**R

%$答对率较低的问题为严重伤是否要注射免

疫球蛋白"

'5(**R

%$疫苗接种时间长'次数多"

$*(%&R

%是影响狂犬病暴露患者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干预后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狂犬

病暴露患者防治知识认知现状并不乐观!仍需加强宣传力度和医患沟通!以提高患者的认知程度!在狂犬病疫

苗接种过程中实施护理干预!有利于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狂犬病疫苗接种率与完成率&

关键词"狂犬病$

!

暴露$

!

防治知识$

!

认知现状$

!

护理干预

中图法分类号"

+#6$('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34$))

"

&*#6

%

#&3#6')3*$

!!

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饲养宠物#犬+猫的养殖率逐年递增#但饲

养动物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使犬+猫类咬伤+抓伤发

生率也不断攀升'

#

(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所致的急

性传染病#当今临床仍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一

旦发病#患者病死率高达
#**(*R

'

&

(

)狂犬病暴露则

是指被疑似狂犬或无法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

咬伤+抓伤)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狂犬病暴露后若能

进行及时+科学+彻底的预防处置#可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狂犬病发生'

'

(

)本研究旨在探讨狂犬病暴露患者

防治知识认知现状及护理干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就诊的
%**

例狂犬病暴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符合,狂犬病暴露后处置工作规范$试行&-

中分级标准)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每组各
'**

例)其中男
'%6

例#女
&'&

例%年

龄!

'

#6

岁
#&)

例#

&

#6

(

)*

岁
'%5

例#

&

)*

岁
#*6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LSAB!9<D

!

TGDA&*#6

!

U79(#)

!

V7(#&

"

基金项目"河北省石家庄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资助项目$

#)#$%*%5'

&)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

例#中专和高中
##&

例#专科及以上
&''

例%职业!机关企事业单位
&%5

例#退休或待业
46

例#学生
#'6

例#务农
)%

例#其他

$#

例)排除伴有精神疾病+交流障碍等患者)

$(/

!

方法
!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问

卷内容主要包括狂犬病暴露患者基本情况+狂犬病相

关知识认知情况+受伤情况+暴露类型等)采取面对

面方式对患者进行调查#患者当面完成问卷后当场回

收)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及清创护理%观察组增加护

理干预#在狂犬病暴露者接种疫苗时开展护理干预#

具体的护理方法如下)$

#

&疫苗接种护理!注射前详

细询问患者病史和过敏史%护理人员认真核对疫苗接

种日期+有效期%每次注射时要避免在接种患者的同

一部位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和狂犬疫苗%

&

次注射

部位间隔
&8H

以上#避免影响免疫应答%保持注射部

位消毒#减少不良反应发生)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

注射部位选择#由于不同患者脂肪量不同#会影响疫

苗的扩散)成人一般选择在三角肌肌肉注射#

&

岁以

下儿童在大腿前外侧肌肉注射)$

&

&不良反应护理!

患者接种疫苗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有明显个体差异#所

以只有极少部分患者会出现不良反应)目前临床上

大部分患者主要表现为注射部位出现红肿+疼痛+瘙

痒+硬结等轻微反应#患者在不经过处理的情况下短

时间内可恢复)有小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如发热+乏

力+头晕+恶心+呕吐+四肢关节疼痛及荨麻疹等疫苗

引起的全身不适#护理人员此时应排除其他偶合现

象)对于体温超过
'6()Y

者可采取物理降温#对头

晕+恶心等患者嘱咐其卧床休息#根据个体差异一般

持续
#

(

&B

会自行好转)患者接种疫苗后叮嘱其在

接种门诊观察
'*H<D

后方可离开)告知接种后的注

意事项#避免食用刺激性食物+剧烈运动及劳累#告知

患者要按期进行疫苗接种)$

'

&心理干预!狂犬病暴

露事件属于一种急性应激源#加之患者对狂犬病知识

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易使其出现焦虑+恐惧等应激

反应)因此#在接诊时可根据狂犬病暴露患者的心理

特点给予针对性护理)接诊时向患者耐心+详细说明

狂犬病暴露处置程序#讲解相关基础知识#使患者通

过正确渠道认识狂犬病暴露#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问

题%接种狂犬疫苗时出现不良反应#部分患者会出现

恐慌+紧张等心理反应#这种负性心理易导致部分患

者出现中断和放弃继续接种狂犬疫苗的现象#护理人

员需对患者进行强化心理干预#消除患者不良心理因

素#同时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对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采

取相应护理对策提高患者接种狂犬疫苗的依从性)

针对
'

(

4

月暴露病例高发期#除在门诊加强宣传外#

还积极利用网络+书籍+专题讲座等多方渠道对狂犬

病的相关防护知识进行宣传#开展立体式健康教育

工作)

$('

!

观察指标
!

统计狂犬病暴露特征+狂犬病暴露

患者对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影响狂犬病暴露患者依

从性的原因及护理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变化

情况)依从性定义!$

#

&狂犬病暴露者能按照医生的

医嘱服从健康指导%$

&

&全程严格遵循医嘱完成疫苗

接种#不符合上述
&

点的患者可判定为不依从)通过

焦虑自评量表$

Q-Q

&

'

$

(评估患者焦虑程度#总分
6*

分#

&

)*

分表示患者存在焦虑情绪#分值高低与患者

焦虑状态呈正比#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焦虑程度越严

重)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Q"Q

&

'

)

(评估患者抑郁程度#

)*

分属于一个分界线#超过
)*

分表示患者存在抑郁

情绪#分数越高表示患者抑郁程度越严重)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L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狂犬病暴露特征
!

见表
#

)

%**

例狂犬病暴露

特征为!暴露级别以
$

度'

'&$

例$

)$(**R

&(为主#四

肢'

)'&

例 $

66(%5R

&(是患者受伤的主要部位#

5*(6'R

的患者是被动物咬伤#超过一半的狂犬病暴

露患者是被自家宠物咬伤)

表
#

!!

狂犬病暴露特征$

'_%**

%

项目
'

构成比$

R

&

暴露级别

!"

度
5 #(#5

!#

度
&%4 $$(6'

!$

度
'&$ )$(**

受伤部位

!

头面部
#& &(**

!

躯干
'5 %(#5

!

四肢
)'& 66(%5

!

其他
#4 '(#5

被伤方式

!

咬伤
$&) 5*(6'

!

抓伤
#)5 &%(#5

!

其他
#6 '(**

伤人动物来源

!

自家宠物
'#% )&(%5

!

他家宠物
&#& ')(''

!

流浪动物
5& #&(**

/(/

!

狂犬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
!

见表
&

)通过调查

%**

例狂犬病暴露患者发现#众多患者狂犬病相关知

识认知情况并不乐观)与狂犬病相关知识问卷调查

中答 对 率 最 高 的 问 题 是 狂 犬 病 是 否 为 传 染 病

$

45(**R

&#之后依次为狂犬病疫苗能否预防狂犬病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LSAB!9<D

!

TGDA&*#6

!

U79(#)

!

V7(#&



$

6%(%5R

&%答对率较低的问题为严重伤是否要注射

免疫 球 蛋 白 $

'5(**R

&#狂 犬 疫 苗 接 种 时 间

$

$$(**R

&)

/('

!

影响狂犬病暴露患者依从性的原因
!

%**

例狂

犬病暴露患者中
4%

例$

#%(**R

&依从性较差#对影响

依从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疫苗接种时间长+次数

多是影响患者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有
'4

例#占

$*(%&R

#其次依次为接种费用高
#%

例$

#%(%5R

&#对

狂犬病认知不足
#)

例$

#)(%&R

&#交通不便
5

例

$

5(&4R

&#觉得伤口小+被忽视遗忘
%

例$

%(&)R

&#药

物不良反应
$

例$

$(#5R

&#其他
4

例$

4('6R

&)

/(1

!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Q"Q

+

Q-Q

评分比较
!

见表
'

)两组患者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

评分较护理前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焦虑+抑郁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狂犬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

'_%**

%

狂犬病相关知识
答对例数

$

'

&

答对率

$

R

&

狂犬病是否为传染病
)6& 45(**

被狗咬伤后是否消毒伤口
$)% 5%(**

被疫苗接种齐全的动物咬伤后是否仍需打狂犬疫苗
&6% $5(%5

人患狂犬病后能否治愈
'#5 )&(6'

狂犬疫苗接种时间
&%$ $$(**

外表健康的狗+猫是否携带狂犬病病毒
$#* %6(''

被动物咬伤后伤口冲洗时间
$** %%(%5

严重伤是否要注射免疫球蛋白
&&& '5(**

具有传播狂犬病的动物包括哪些
')4 )4(6'

狂犬病疫苗能否预防狂犬病
)&* 6%(%5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Q"Q

#

Q-Q

评分比较$

Lf@

&分%

组别
Q"Q

干预前 干预后
9 !

Q-Q

干预前 干预后
9 !

对照组
)4()$f$('% $4(56f'(#% '#('4$

$

*(*) )5('6f)($) $5(6)f'(%& &)(&&4

$

*(*)

观察组
)4(%6f$($# $*()'f&($4 %)($4$

$

*(*) )5(5&f)(#4 $&(#'f&(5) $)(45'

$

*(*)

9 *('4# '4(6&' *(56' &#(54'

!

&

*(*)

$

*(*)

&

*(*)

$

*(*)

'

!

讨
!!

论

!!

狂犬病是一种致死率高达
#**(**R

的感染性疾

病#是一种可防而不可治的传染病)患者出现疑似暴

露后应立即就诊处理#严格按照医嘱进行疫苗接种治

疗以降低发病率与病死率)有研究显示#按照医嘱准

时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发病率明显低于未全程接种

者'

%

(

)狂犬病的预防包括暴露前免疫预防及暴露后

免疫预防#但实际生活中除了从事与动物相关的工作

人群外#很少有人主动去预防接种#究其原因还是与

人们对狂犬病防治知识不了解有关'

536

(

)因此#应通

过多种途径展开狂犬病疾病的知识宣教#加大宣传力

度#使更多人正确认识狂犬病#积极参与到预防工作

中)另外#应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暴露患者接种疫苗的

依从性#尽可能降低狂犬病的发生与致死率'

4

(

)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狂犬病相关知识问卷调查

中整体答对率并不理想#对被疫苗齐全的动物咬伤后

仍需打狂犬疫苗+狂犬疫苗接种时间的答对例数都没

有过半#对于人患狂犬病后能否治愈的答对率仅有

)&(6'R

)上述问题均表明人们对狂犬病的危害+防

治了解不足)而关于严重伤是否要注射免疫球蛋白

的问题答对率仅为
'5(**R

#由此可见#关于严重伤免

疫球蛋白注射率低是我国狂犬病防治工作中亟待解

决的一个难题'

#*3##

(

)本研究还发现#大部分患者是因

逗趣自家宠物而被咬伤#加之近些年生活水平提高#

越来越多的家庭饲养宠物#但饲养方法并不规范#使

狂犬病暴露患者明显增多)大部分狂犬病暴露患者

因对狂犬病不了解甚至存在错误认识#即使及时接种

狂犬病疫苗后仍担心和紧张#少数患者还会出现恐

惧+抑郁心理#影响其正常生活和工作#患者长期伴有

强烈的应激反应#会形成应激障碍#应激障碍的发生

使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影响疫苗接种治疗效果'

#&

(

)据

相关研究显示#有效的护理干预能使患者恢复良好的

心理状态#减轻抑郁+焦虑状态#使患者积极参与到预

防和治疗中#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按照医嘱完

成全程狂犬病疫苗接种'

#'3#$

(

)本研究通过对观察组

患者心理+健康教育+疫苗接种等多方面进行干预#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Q"Q

+

Q-Q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由此可见#实施护理干预有利于缓解狂犬病暴露患者

心理状态#使患者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进行狂犬病疫苗

接种#以达到预防狂犬病发生+降低病死率的效果)

综上所述#狂犬病暴露患者防治知识认知现状并

不乐观#仍需加强宣传力度+医患沟通#以提高患者的

认知程度#在狂犬病疫苗接种过程中实施护理干预#

有利于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狂

犬疫苗接种率与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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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
--QP

#

PS2

#

!;7GEA

积分及血清选择素水平的变化及意义

徐树东!贺江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心内科!乌鲁木齐
6'**#'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冠心病"

!1"

%患者动态动脉硬化指数"

--QP

%'颈总动脉内
3

中膜厚度"

PS2

%'斑块指数

"

!;7GEA

积分%及血清选择素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6

月该院确诊的
!1"

患

者
#5'

例作为
!1"

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对象
%*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
--QP

'

PS2

'

!;7GEA

积

分及血清选择素水平!并依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进行亚组分析&结果
!

!1"

组患者
--QP

'

PS2

'

!;7GEA

积分'

血清选择素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增加!

!1"

患者

--QP

'

PS2

'

!;7GEA

积分'血清选择素水平逐渐增高!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稳定型心绞

痛"

Q-.

%组'不稳定型心绞痛"

^-.

%组患者
PS2

'

!;7GEA

积分明显低于急性心肌梗死"

-SP

%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Q-.

组'

^-.

组及
-SP

组患者
--QP

'血清选择素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组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

!1"

患者
--QP

'

PS2

'

!;7GEA

积分'血清选择素与
\ADE<D<

评分均呈明显正相关"

!

$

*(*)

%&结论
!

--QP

'

PS2

'

!;7GEA

积分及血清选择素水平变化能够反映
!1"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关键词"动态动脉硬化指数$

!

颈总动脉内
3

中膜厚度$

!

斑块指数$

!

选择素

中图法分类号"

+)$#($

$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34$))

"

&*#6

%

#&3#6'63*$

!!

冠心病$

!1"

&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也是引

起老年人死亡的常见病因)目前临床上将冠状动脉

造影技术作为诊断
!1"

和评估病变程度的金标准#

但该方法属于有创操作#检测费用高昂#在普通人群

体检中难以普及#患者仅在出现严重不适症状时才考

虑接受冠状动脉造影)寻找一种无创或创伤小+检查

操作简单+价格低廉的
!1"

诊断方法是目前临床研

究的热点'

#

(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动脉血管壁结构和

功能的改变与
!1"

患者发病和死亡密切相关#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使血管僵硬度增加'

#3&

(

)血管内

弹性成分比例下降导致动脉管壁增厚#血管内
3

中膜厚

度增加'

&

(

)本研究探讨动态动脉硬化指数$

--QP

&+

颈总动脉内
3

中膜厚度$

PS2

&+斑块指数$

!;7GEA

积

分&及血清选择素水平在
!1"

患者中的变化及其临

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确诊的
!1"

患者
#5'

例

作为
!1"

组#另选取同期健康对象
%*

例作为对照

组)

!1"

组男
46

例#女
5)

例%年龄
$$

(

6'

岁#平均

$

%$(6f#'(4

&岁%体质量指数$

0SP

&$

&'($f#(6

&

M

C

"

H

&

%其中稳定型心绞痛$

Q-.

&患者
)4

例#不稳定

型心绞痛$

^-.

组&患者
%'

例#急性心肌梗死$

-SP

&

)#

例%单支病变患者
$#

例#双支病变患者
6$

例#三支

病变患者
$6

例%吸烟
)4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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