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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在妇科宫腔镜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周秀英%

!李
!

晶%

!庞
!

华$

%

"

%+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

!#!###

(

$+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家庭护理在宫腔镜手术治疗中的效果$方法
!

将宫腔镜手术患者
%#2

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观察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加家庭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

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并发症&焦虑值&抑郁值&疼痛程度指数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

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并发症发生率"

%+2"V

#显著低于对照组"

.+$-V

#

"

!

$

#+#"

#$观察组患者实施家庭护理后焦虑值及抑郁值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明显轻

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

.-+*#V

#明显高于对照组"

2*+**V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宫腔镜手术中进行家庭护理的临床效果显著!主要表现在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少!焦

虑和抑郁值低!疼痛小!且护理满意度高!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宫腔镜手术(

!

家庭护理(

!

护理满意度

中图法分类号"

,0%*

(

,!0*+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1#!

!!

宫腔镜手术是指用宫腔镜进行的微创手术#随着

近几年医学的不断发展#宫腔镜手术被越来越广泛地

应用于妇科疾病的检查+诊断及治疗中)

%

*

'宫腔镜手

术能够清晰地观察子宫腔内的病变#可进行定位采集

病变组织送检#诊断准确+及时+全面+直观#且疗效

好#创伤小#出血少#康复快#有效安全)

$

*

'但是由于

宫腔镜是近几年刚兴起的新技术#很多患者缺乏对宫

腔镜手术的了解#患者会出现焦虑+不安等不良心理#

影响手术的效果)

*

*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发生

了很大变化#医生不仅关注疾病本身#同时也开始关

注情感+心理等其他因素对患者的影响'家庭护理是

为个人和家庭提供连续性+综合性+医疗保健性的服

务#根据患者的病情制订以家庭为单位的人格化+科

学化的家庭护理方案#向家庭传递相关健康知识和医

学实践技能#满足家庭需要#维持家庭结构和功能的

良好状态#使家庭及其成员达到最佳健康水平'本研

究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重庆三峡中心医

院进行宫腔镜手术的
%#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家庭护理干预应用于宫腔镜手术患者中的效果'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进行宫腔镜手术的
%#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无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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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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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禁忌证#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观察

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2.T$+-0

%岁&文化

程度!小学
"

例#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学及以上

%-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

#

"0

岁#平均$

*"+$*T

"+#*

%岁&文化程度!小学
-

例#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学及以上
%"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等

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两组患者在手术前均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对照组护理
!

给对照组患者提供常规护理#

主要包括患者一般资料病情的登记#在手术前对患者

进行常规的血压+心率等测量#在手术后给予患者常

规的用药及护理)

!

*

'

$+/+/

!

观察组护理
!

观察组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给予患者家庭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

!

构建家庭护理服务体系
!

医院建立医疗
1

患

者
1

家属三位一体的家庭护理服务体系#医疗团队包括

主治医师
%

名+主管护师
$

名+护士
"

名+康复理疗师

%

名+心理咨询师
%

名及营养师
%

名等#主要负责患者

术前术后的相关治疗+监督指导+康复理疗+心理咨询

及营养均衡等)

"10

*

'

$+/+/+/

!

制订完整的家庭护理计划
!

根据患者的教

育背景+家庭状况等有针对性地编写宫腔镜手术相关

的健康教育宣传单#给患者和家属发放#内容包括宫

腔镜手术前后的饮食要求+活动情况+用药常识及相

关注意事项'让患者及家属从理论上了解宫腔镜手

术#以利于进一步巩固健康教育效果)

2

*

'制订宫腔镜

手术家庭护理计划单$表
%

%#此计划单可以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自行调整#目标是让患者有计划地安排生

活和工作#促进患者健康和家庭和谐'

表
%

!!

宫腔镜手术家庭护理计划单

时间 家庭护理计划

第
%

天 指导患者家属及患者了解宫腔镜手术的相关基础知识

第
$

天 指导患者了解合理饮食控制#知道其饮食对宫腔镜术后各项生理指标的作用

第
*

天 指导患者调整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劳逸结合

第
!

天 指导患者了解宫腔镜手术前后相关药物知识#避免术后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第
"

天 指导患者了解烟酒对宫腔镜手术的危害#避免患者接触烟酒

第
-

天 指导患者了解宫腔镜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或后遗症#并注重防范

第
0

天 指导患者及家属了解掌握宫腔镜术后体质量+血压+血糖的测量方法

第
2

天 指导患者及家属了解良好的沟通对保持良好情绪和精神面貌及促进康复的重要意义

短期目标 指导患者能够合理饮食#合理运动#合理用药#摸索出一套合适自己的康复计划

长期目标 指导患者的体质量指数+血压+血脂+血糖处于正常范围内#患者保持良好心态#健康水平较高#患者及家属家庭和谐

$+/+/+'

!

定时开展健康教育
!

由医护人员讲解宫腔

镜手术相关知识#每周
%

#

$

次#每次约
!"&'(

'内容

包括宫腔镜手术的原理+益处+并发症及用药和治疗

情况'讲解中语言通俗易懂#态度和蔼可亲#巧妙地

运用护患沟通技巧'

$+'

!

观察记录指标
!

在手术过程中记录两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出血量#另外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疼痛程度分

级标准记录患者在宫腔镜手术中的疼痛度#疼痛度分为

#

级+

$

级+

%

级+

(

级#疼痛度
l

%

级
j

(

级)

-

*

&统计两组患

者术后有无并发症发生#主要包括子宫出血+子宫穿孔+

低钠血症+子宫感染等#以问卷形式调查两组患者手术

前后的焦虑值及抑郁值)

0

*

&评估患者对手术及手术前后

护理满意度#采用自拟护理满意度调查表#总分为
*2

分#

'

**

分为特别满意#

$-

#

*$

分为满意#

$#

#

*%

分为

一般#

&

%.

分为不满意#护理总满意度
l

$特别满意例

数
j

满意例数%"总例数
m%##V

)

2

*

'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IKII%0+#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AT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统

计
!

在家庭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明显少于

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均小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住院

!!!

时间对比#

AT8

&

项目
&

手术时间$

&'(

% 术中出血量$

&M

% 住院时间$

=

%

观察组
"! $2+!$T!+-$ %2+"$T*+.$ *+-0T#+2%

对照组
"! *0+"$T"+#2 $0+0$T!+#* -+#$T%+"%

4 .+!. 0+-! %+*0

! #+#*0 #+#$" #+##.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的

发生率为
%+2"V

$

%

"

"!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V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

!

两组患者疼痛度分级情况
!

观察组患者的疼痛

程度$

%2+"$V

%明显轻于对照组患者$

""+"-V

%#且观

察组中
#

级和
$

级疼痛占绝大多数#而对照组患者的

疼痛主要分布在
$

+

%

+

(

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

子宫出血)

&

$

V

%* 子宫穿孔)

&

$

V

%* 低钠血症)

&

$

V

%* 感染)

&

$

V

%* 并发症发生率$

V

%

观察组
"! #

$

#+##

%

#

$

#+##

%

%

$

%+2"

%

#

$

#+##

%

%+2"

"

对照组
"! %

$

%+2"

%

$

$

*+0#

%

%

$

%+2"

%

%

$

%+2"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l%+#%

#

!l#+##$

表
!

!!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分级对比

组别
& #

级)

&

$

V

%*

$

级)

&

$

V

%*

%

级)

&

$

V

%*

(

级)

&

$

V

%* 疼痛度$

V

%

观察组
"! %-

$

$.+-*

%

$2

$

"%+2"

%

2

$

%!+2%

%

$

$

*+0#

%

!

%2+"$

"

对照组
"! -

$

%%+%%

%

%2

$

**+**

%

%.

$

*"+%.

%

%%

$

$#+*0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l"+20

#

!l#+##*

/+1

!

两组患者焦虑值及抑郁值评分情况
!

观察组患

者焦虑值和抑郁值评分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2

!

护理满意度统计
!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V

#而对照组为
00+02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且观察组特别满意的患者所占比例更多#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焦虑值及抑郁值评分情况#

AT8

$分&

项目
&

焦虑值 抑郁值

观察组
"! $2+"$T-+0! *2+0$T%#+*!

对照组
"! !.+!0T%%+"- -%+*-T%0+$2

4 %2+"0 $"+$"

!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

特别满意)

&

$

V

%* 满意)

&

$

V

%* 一般)

&

$

V

%* 不满意)

&

$

V

%* 总满意度$

V

%

观察组
"! *.

$

0$+$$

%

%$

$

$$+$$

%

$

$

*+0#

%

%

$

%+2"

%

.!+!!

"

对照组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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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宫腔镜手术越

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妇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与传统

的诊疗方法相比#宫腔镜手术应用于治疗妇科疾病具

有出血少+恢复快+不影响正常器官等优势#在患者行

宫腔镜手术过程中#予以患者行之有效的护理干预具

有重要意义)

%#1%%

*

'由于宫腔镜属于近几年临床中新

兴的一种手术#虽然具有很多优势#但是患者及家属

对其仍然有较多的顾虑#因此在进行宫腔镜手术中加

入家庭护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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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调查研究发现#在宫腔镜手术中给予患者家庭

护理#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能够减少患者手术过

程中的痛苦及手术时间#使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出血量

减少#降低手术对身体功能的损伤#术后并发症明显

减少'患者进行家庭护理后#能够缓解患者紧张的情

绪#实时掌握患者的心理动态#及时疏导患者不良的

心理情绪#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状况明显下降#同时患

者对医院的总满意度显著提高$

!

$

#+#"

%'

综上所述#家庭护理在宫腔镜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显著#可以极大地改善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

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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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巨细胞病毒
_Q/

阳性婴儿
LONP

感染情况分析"

肖伟伟%

!卢可士$

!马东礼%

%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

检验科(

$+

泌尿外二科
!

"%2#*2

#

!!

摘
!

要"目的
!

回顾性分析母乳巨细胞病毒"

LONP

#

_Q/

阳性的母亲及其婴儿
LONP

感染状况$

方法
!

$-2

例母乳
LONP

阳性的母亲入选!患儿以肝炎或黄疸为临床诊断者最多见!占
*.+$V

!肺炎次之!占

*!+#V

$应用荧光定量
KO,

"

a

KO,

#法检测患儿不同标本类型
LONP_Q/

的表达量!化学发光法检测患儿血

清中
LONP

特异抗体免疫球蛋白
Y

"

W

8

Y

#和"或#免疫球蛋白
N

"

W

8

N

#的水平$结果
!

核酸检测中患儿全血阳

性者
!.+2V

!尿液阳性者
-2+%V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同时进行了尿液和全血核酸检测的
%*0

例患儿中全血总阳性率
!-+#V

!尿液总阳性率
0!+"V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有
W

8

Y

检测结果

的病例
%2$

例!

%0"

例阳性"

.-+$V

#(有
W

8

N

检测结果的病例
%.!

例!

22

例阳性"

!"+!V

#!

W

8

Y

阳性率和
W

8

N

阳

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结论
!

患儿尿液
LONP_Q/

的检出率高于全血!提示病原学检测方面

尿液标本优于全血$母乳
LONP_Q/

阳性母亲通过母乳喂养导致婴儿患病的概率为
-2+%V

(根据
W

8

N

结

果!处于活动性
LONP

感染的患儿比例为
!"+!V

$血液
W

8

Y

阳性率明显高于
W

8

N

!提示
%

岁以内婴儿患
LO1

NP

感染的比例很高!但要考虑到胎传抗体的可能$

关键词"巨细胞病毒感染(

!

母乳喂养(

!

荧光定量
KO,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1#!

!!

巨细胞病毒$

LONP

%感染在人群中分布广泛#在

美国和欧洲的发病率为
#+"V

#

$+#V

)

%

*

'

LONP

感

染人体后#可长期或终身潜伏在机体内#引起以生殖

泌尿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肝脏疾病为主的各系统感

染#从轻微无症状感染直到严重缺陷或死亡)

$1*

*

'根

据原发感染时间分为先天感染$

&

%!=

%+围生期感染

$

*

#

%$

周%及生后感染$

%$

周至
%$

个月%'母乳喂养

可以为婴儿成长提供更好的免疫保护及营养支持#但

其可以传播
LONP

#而
LONP

的感染会导致婴儿发

育延迟)

!1-

*

'因此本研究对母乳
LONP_Q/

阳性的

患儿的
LONP

感染情况进行了分析#以了解
LONP

阳性的母亲经母乳喂养导致婴儿
LONP

感染的概

率#并明确
LONP_Q/

检测及血清抗体检测两种方

法中哪种方法诊断率更高#以期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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