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布特点选择预防性疫苗"有条件的可接种
8

价疫

苗"做到早预防"应定期对
[YM

感染进行筛查"做到

早诊断"早治疗"降低宫颈癌的发生#

目前国家实行0二孩1政策"有较多高龄夫妇有生

育需求"而性传播疾病病原体在人群中的感染率较

高"以
ZZ

感染率最高"除引起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外"

还可引起不孕不育"造成妊娠不良结局"以及诱发宫

颈癌等严重后果"加强相关人群的性传播疾病病原体

检测显得尤为重要#分子生物学核酸检测性传播疾

病病原体具有快速+准确+高效+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及简单方便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在基层

医院大力普及#目前国家对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实

行免费"但检查项目仅包括艾滋病+梅毒+淋病+乙型

肝炎等传染病"但对
ZZ

+

;S

+

[BM&!

+

[YM

等影响生

殖健康及优生优育的性传播疾病病原体未要求检查"

为保证优生优育"建议将
ZZ

+

;S

+

K@

+

[YM

+

[BM&!

作为婚检+孕前检查+产前检查及不孕症检查的筛查

项目"有条件的婚检及孕检机构应做好宣传"让相关

人员自愿接受性传播疾病病原体的核酸检测"控制性

传播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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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护理干预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

薛
!

娟

"榆林市绥德县榆林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陕西榆林
43:"""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对功能性消化不良"

C?

%患者采取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对其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
!

将

该院
!"39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收治的
64

例
C?

患者纳入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

!"34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该院收治的
68

例
C?

患者纳入观察组'评估
!

组患者护理前&后消化道症状积分&焦虑自评量表

"

B7B

%评分&抑郁自评量表"

B?B

%评分&

b[F

生活质量简表"

b[F\F<&V5%C

%评分并进行比较'结果
!

护理

前
!

组患者
B7B

评分&

B?B

评分&消化道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护理后观察组
B?B

评

分"

6"06$D60:6

%&

B7B

评分"

6!0"8D#094

%&消化道症状积分"

$0!9D30#"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3

#

"0"9

%'护理前
!

组
b[F\F<&V5%C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护理后
!

组患者的生

活质量均有所改善!观察组各项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结论
!

在
C?

患者中!采

取整体性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效果理想'

关键词#整体护理$

!

功能性消化不良$

!

不良情绪

中图法分类号#

594606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8$&"#

!!

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

C?

'为临床常见的消化

系统疾病"以上腹胀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症状

为主要临床表现"病因不明"但无器质性病变"临床症

状反复出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3&!

-

#患者临床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症状的出现多因心理不良情绪影响"

!"34

年
3

月本院

对
C?

患者开展整体性护理干预"现对其效果探讨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39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
8$

例
C?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临床症状符

合功能性消化不良诊断*临床资料完整*可接受治疗

及护理#排除标准!精神异常*沟通障碍*认知障碍#

!"39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64

例
C?

患

者纳入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男
!9

例"女

!!

例"病程
!

#

39

个月"平均&

$0$D303

'个月"年龄

##

#

46

岁"平均&

6$04D60$

'岁#

!"34

年
3

月本院开

展整体性护理干预"将
!"34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收

治的
68

例
C?

患者纳入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病

程
#

#

3$

个月"平均&

$0:D30"

'个月"年龄
#3

#

4$

岁"平均&

6$0:D608

'岁#

!

组患者性别比例+年龄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具有可

比性#

$0/

!

方法
!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包括健康宣教+药

物+饮食等日常护理#观察组实施整体护理"&

3

'药物

干预!予多潘立酮减轻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的症状"

加强胃排空"减轻病痛控制不良情绪#&

!

'健康宣讲!

护理人员组织患者开展健康知识讲座"着重为患者讲

解
C?

相关知识"增强患者对相关知识的认知"此外还

可组织进行文娱活动"增强患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

#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应定期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

评估"及时了解其心理状态"针对负面情绪及时给予

心理疏导"此外还邀请治疗效果良好的患者分享治疗

体会"增强患者战胜疾病信心,

:

-

#重视家属协同作

用"增强患者与家属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改善患者

负面情绪#&

6

'行为干预!定期开展宣讲活动"增强患

者对
C?

的认知"使其能深入体会到积极治疗溃疡性

C?

合并下消化道出血伴焦虑抑郁的重要性#此外还

可建立监督小组"不定期对患者生活方式进行检查"

以及时纠正患者不良生活方式"协助患者养成良好生

活行为"保持正确用药习惯"遵医嘱服药#&

9

'饮食干

预!嘱患者多食用清淡和具有保健功能的食物"如多

食用清粥+蔬菜+水果等以促进消化吸收#

$0'

!

评价标准,

#

-

!

&

3

'抑郁自评量表&

B?B

'评分!

#

9#

分为无*

9#

##

$#

分为轻度*

$#

#

4!

中度*

&

4!

分

为重度#&

!

'焦虑自评量表&

B7B

'评分!

#

9"

分以下

为无*

9"

##

$"

分为轻度*

$"

##

4"

分为中度*

$

4"

分为重度焦虑#&

#

'护理前+后采用
b[F

生活质量

简表&

b[F\F<&V5%C

'测评"包括生理+心理+社会

及环境
6

个领域"总分为
3""

分"分数越高表明生活

质量越好#&

6

'消化道症状积分!以
4

项包括腹胀+餐

后饱胀+早饱+嗳气+腹痛+恶心+呕吐为观察指标"按

下列标准评分!无症状
"

分*稍加注意便感到有症状
3

分*有症状但不影响工作
!

分*明显影响生活和工作
#

分"统计总分#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YBB38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VD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3

#

"0"9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护理前+后
!

组患者
B7B

评分+

B?B

评分+消化

道症状积分比较
!

护理前
!

组患者
B7B

评分+

B?B

评

分+消化道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具有可比性#护理后观察组
B?B

评分+

B7B

评分+消化道症状症状积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见表
3

#

表
3

!!

护理前'后
!

组患者
B7B

评分'

B?B

评分'消化道症状积分比较$

VD;

*分%

组别
%

B7B

护理前 护理后

B?B

护理前 护理后

消化道症状积分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8 $$04!D#0!8 6"06$D60:6 $80"8D#04# 6!0"8D#094 3609:D30$! $0!9D30#"

对照组
64 $40"3D#0#3 6:086D90#4 $:0:9D#0$9 6:06:D906: 360$!D3043 80::D!0#$

< 30"89: 640$!:6 "04!96 630!!39 303:69 390$!96

3 "03"$! "0"""" "064$: "0"""" "0"89: "0""""

表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
b[F\F<&V5%C

评分比较$

VD;

*分%

组别
%

生理

护理前 护理后

心理

护理前 护理后

社会

护理前 护理后

环境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8 460#!D$0!3 890#6D304# 44039D#0#6 890:4D30!6 490:9D9044 8$0:9D30"! 440:!D60$! 8!0!9D609!

对照组
64 460!"D$063 :90:4D60#6 4$0:$D#0#9 :!0:9D90"! 4$0"4D90:: :60$!D#0$! 4:0"!D60$3 :60:9D9088

< "0:#69 4$09!63 "048#: $!0#!96 30!$96 440$!:6 303$!9 :30#!96

3 "03964 "0"""" "03:#6 "0"""" "03!$9 "0"""" "0"4:9 "0""""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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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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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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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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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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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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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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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组患者护理前+后
b[F\F<&V5%C

评分比

较
!

护理前
!

组患者
b[F\F<&V5%C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具有可比性#护理后
!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且观察组生理+心理+

社会+环境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

"0"9

'#见表
!

#

'

!

讨
!!

论

!!

C?

因机体食欲不佳"无法正常进食"导致营养吸

收减少"易产生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从而进一步影

响胃肠功能"加重消化系统不良症状"产生恶性循

环,

6

-

#患者由于对病情的担忧也容易产生抑郁+焦

虑+烦躁等不良情绪"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表

明"

C?

患者症状出现与心理状态有着直接的关联"因

此对于此类患者的护理应实施整体护理干预,

9

-

#

整理护理干预是临床护理人员利用先进的临床

护理学知识和专业的护理技巧"对患者进行针对性和

整体性的护理策略#受到临床不适症状+未系统认识

疾病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患者入院治疗期间会伴随出

现紧张+恐惧等心理情绪"不利于其积极配合临床治

疗,

$

-

#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心理的动态监

察"向其介绍疾病的诱发因素+治疗进展及预防措施"

提高其对疾病的认知度#鼓励患者积极与周围患者

交流"转移注意力"缓解消极情况,

4

-

#

C?

患者入院治

疗期间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功能受损症状"因

此"必须加强对患者的饮食干预#护理人员应根据其

病情的变化情况"嘱咐其多进食高蛋白质+高营养+清

淡+易消化食物"勿进食刺激性食物"减少胃肠系统的

刺激,

:

-

#遵医嘱取药物行对症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应

先告知患者药物的临床疗效+注意事项+用药时间"以

及可能出现的不良用药症状"提高其自我预防意识#

腹泻是
C?

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护理人员应嘱咐患

者加强对患者腹泻症状的观察"若出现不良症状及时

告知医生"并行针对性治疗#指导患者家属做好肛门

及其周围皮肤的清理工作"采用较为柔软的纸清洁肛

门"减少对肛门的刺激#同时"还可采用肥皂水清洗

肛门及周围皮肤"保持肛门部位干净清洁,

8&3"

-

#

本研究显示"护理后观察组
B?B

评分+

B7B

评

分+消化道症状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后
!

组患

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其中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

综上所述"在
C?

患者中采取整体性护理干预"可

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焦

虑+抑郁的不良情绪"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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