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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围绝经期女性
'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血管病变密切相关!氧化应激参与了其周围血管病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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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糖尿病并发症与高血糖+氧化应

激密切相关#而且血脂异常在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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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共同机制)有文献报道#女性心血管发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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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变发生率比男性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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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继发血管病变是糖尿病致残+致死的

主要原因#约有
-*8

%

7*8

糖尿病患者死于糖尿病大

血管病变'

)

(

)氧化应激损伤可导致胰岛素抵抗+

!

细

胞功能受损#是
'

型糖尿病继发血管病变的重要危险

因素)相关研究表明#早期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病理

基础是血管内皮损伤与凋亡#高血糖+高
3c

能增强

氧化应激#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凋亡'

-

(

)国内外也有学

者报道#

aUd

组患者
R4c

+

/d/".

+

+>2&B

明显高于

dO

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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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本文研究结果也与

上述观点或文献报道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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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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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生成或者清除尚未发生反应的自由基#维护机体

氧化与抗氧化之间的平衡#保护
!

细胞功能)

Od2

是常用氧化应激指标#可增加细胞膜通透性#导致胰

岛细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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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F

是蛋氨酸代谢产生的一种含硫

氨基酸#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有学者

研究表明#

+B

F

水平升高可通过自氧化或其他酶学生

化机制导致糖尿病患者超氧自由基增加#介导氧化应

激反应'

:

(

)本文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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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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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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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提示这些氧化应激指标可能参

与到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

绝经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围绝经期激

素变化所致糖脂代谢指标+氧化应激指标的改变#增

加糖尿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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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氧化

应激指标参与了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本文采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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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CH

偏相关分析#在校正年龄+糖脂代谢指标等

因素后#

0[d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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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与
241

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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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

仍与
241

呈正相关#说明氧化应激与围绝

经其女性周围血管病变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

0[d

+

.23

+

c0+"aZ

+

Od2

+

+B

F

与围

绝经期女性
'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血管病变密切相关#

氧化应激参与了其周围血管病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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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神经肿瘤科口服药漏服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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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应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神经肿瘤科住院患者口服给药漏服率的效果!进一步提升患者

用药安全意识!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方法
!

成立品管圈!开展以+降低口服药漏服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

动!分析发生漏服药物的原因!制订并落实相应的措施!行效果评价!进行推广'结果
!

口服药漏服发生率由改

善前的
7(58

下降到改善后的
5(-8

!改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5

!

!9*(***)

&'结论
!

品

管圈活动有效提高了住院患者口服给药的正确率!避免了不必要的医患纠纷!在神经肿瘤科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中也有显著的效果!提高了护理质量和管理水平'

关键词"品管圈%

!

口服药漏服%

!

用药安全%

!

全面质量管理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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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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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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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管圈$

k..

&是由同一个工作场所的人为了解

决工作问题#提升工作成绩#自发的组成一个团队

$圈&#然后成员分工合作#应用品质管理$

k.

&的手法

工具#进行各种分析#解决工作场所的问题以达到改

善业绩的目标)医疗安全与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

基石和核心'

&

(

#而
k..

管理的目的是增强医务人员

发现和解决问题意识#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改善工作环境#最终达到提升医疗质量#降低医疗管

理成本#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目的'

'

(

)本科于
'*&)

年
&X-

月开展以.降低口服药漏服率/为
k..

活动

主题#活动前后进行比较#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
'5

日至
5

月
''

日

需要口服药物的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时#成立

k..

小组!圈员共
7

名护士#由护士长担任辅导员#负

责监督管理%

&

名护士担任圈长#主持圈员活动)经圈

员讨论设计定出圈名为!凝神圈)寓意!凝聚力量
"

聚

精护神)圈徽灵感来源于.神经外科/和.护理/的英

文首字母.

V

/)两个字母.

V

/相互穿插+叠加#组成一

个外形心形的图案#体现医者对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

怀与照料#选用粉色#则增加护理的温馨和体贴的

关怀)

$(/

!

方法

$(/($

!

主题选定
!

经过圈员头脑风暴后#按照紧迫

性+圈员能力+可行性+上级重视程度#由圈员
7

人评

分#每项每人最高
<

分#最低
&

分)分值进行综合打

分#最终以.降低口服药漏服率/定为本次
k..

主题)

运用品管圈公式计算目标值为
)'(<8

$共有
7

名圈员

对圈能力进行打分#总分为
'<

分#计算得到平均分为

5(&'<

分#满分
<

分#则圈能力为
5(&'<

"

<^&**89

)'(<8

&)

$(/(/

!

现状把握
!

由圈长及圈员担任调查员对患者

进行调查)发放口服药后
&A

#调查员按照口服药单

上已经签字发药的床号进行反向查对#未服药者视为

漏服#查对早+晚餐后服药情况)以
5*L

为调查周期#

每天调查
'

次#随机抽查科室每天口服药人次为
&'

次#总调查人次为
5*^'^&'9-'*

人次)对出现漏

服患者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

$(/('

!

解析原因及要因分析
!

通过圈员调查现状进

行原因分析及讨论#并对每一个现状调查出来的大原

因进行真因验证%画出柏拉图#绘制要因评价表#得出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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