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最高"新生儿因免疫功能未完善未检出阳性标本"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感染病毒后会产生不同的免疫应

答"最终会导致不同的感染结局"对不同年龄段儿童

感染情况的研究有利于临床早期诊断"以及后期更精

准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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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提高癫痫患者
2-PPM

监测质量的结果研究

刘美丽!罗尧岳!朱丽辉#

"湖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长沙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提高癫痫患者视频脑电图"

2-PPM

%监测质量的结果研究&方

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行
2-PPM

监测癫痫患者
&*%

例按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干预前后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观察组行专项护理控制干预!对照组采用常规监测方法&对两组癫痫患者监测成功

率'伪差报告发生率'睡眠剥夺率'不良反应'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患者家属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

2-PPM

监测成功率"

10).%T

%高于对照组"

++)0.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伪差报告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睡眠剥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电极松动与导联脱落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
2-PPM

监测电线损坏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两组患者皮疹和外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

++)0.T

%高于对照组

"

0$).%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可有效提高癫痫患者
2-PPM

监测

质量&

关键词"专项护理质量控制$

!

癫痫患者$

!

2-PPM

监测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癫痫是由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慢性反复发

作性短暂脑功能失调综合征#由于异常放电的神经

元部位不同"可发生短暂的运动$感觉$意识$行为及

自主神经等单独或组合出现的功能障碍'

&

(

#癫痫是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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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



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患病率仅次于脑卒中"及早

诊断$明确异常放电部位"对癫痫患者治疗尤为重要#

视频脑电图)

2-PPM

*是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全息

长程记录患者视频和脑电信息的一种检查方法"可实

现短程检查和长程监控功能"同步采集视频信号和脑

电信号"对癫痫发作时的临床表现和脑电活动同步记

录"提高捕获痫样放电的概率'

$

(

#护理质量是医疗质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患者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专

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是提高护理管理水平$持续改进

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方便$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举措'

'

(

#癫痫

患者心智尚未成熟"认知行为及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存

在一定的缺陷"治疗配合度较低"患者存在的心理障

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甚至比疾病临床发作更为明显"

因此"对癫痫患者采取有针对性的专项护理干预尤为

重要#本研究通过对比专项护理干预前后患者临床

表现与不良反应发生率"阐述了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小

组对提高癫痫患者视频脑电图)

2-PPM

*监测质量的

重要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行

2-PPM

监测癫痫患者
&*%

例"按专项护理质量控制

干预前后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纳入标

准!)

&

*符合,国际抗癫痫联盟分类诊断标准-

'

(

(

"确诊

为癫痫患者+)

$

*年龄
&

#

&+

岁+)

'

*患者
2-PPM

监测

时长
'

*D

+)

(

*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该研

究#排除标准!)

&

*无自主意识患者+)

$

*合并严重皮

肤病患者+)

'

*大面积外伤患者+)

(

*检查前服用镇静

药物患者+)

.

*处于癫痫持续状态患者+)

*

*研究期间

出现其他负性事件者#观察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0)$.b$)&0

*岁+

2-PPM

日

间监测
.1

例"夜间监测
$&

例"临床表现为发作性意

识丧失
.&

例"发作性抽搐
(&

例"精神异常
&+

例"肢

体不自主运动
+

例"眩晕
*

例"头痛
&%

例"腹痛
(

例"

呼吸困难
$

例#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1b$)%'

*岁+

2-PPM

日间监测
.0

例"

夜间监测
$'

例"临床表现为发作性意识丧失
(0

例"

发作性抽搐
('

例"精神异常
$$

例"肢体不自主运动
*

例"眩晕
(

例"头痛
&$

例"腹痛
.

例"呼吸困难
&

例#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检测时间$临床表现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检查前
&B

为

患者清洗头部"避免头部皮肤油脂过多"导致电极片

粘贴不牢"易脱落+粘贴电极片后用
'G

透气胶布固

定电极"为患者带上弹力帽防止电极脱落"与患者监

护人进行沟通"检查前勿服用镇静药物"以免影响患

者睡眠剥夺检查结果+患者照常服用抗癫痫药物"监

测过程中不使用例如手机等干扰脑电波仪的电子设

备"电极脱落后立即通知医务人员连接+对监测后头

部皮肤症状较重或者是发展较为迅速患者"迅速给予

涂抹抗过敏药膏#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

行专项护理!)

&

*密切观察患者发作前的先兆表现"防

止患者跌伤或记录仪器的损坏#)

$

*严格控制监控室

内光线与温$湿度"防止温度过高"患者由于头部出汗

导致电极脱落同时避免温度过低导致患者寒战"产生

肌电干扰#)

'

*监测过程中"密切注意电极接触$导线

放置位置$脑电波型基线是否平稳$有无伪差#)

(

*监

督患者动作行为"避免患者牵拉电极线"与监护人进

行沟通"看护好患者#)

.

*增加护理巡视次数"每
'%

分钟检查导联连接
&

次#)

*

*与监护人进行沟通"尽

量使患者处于安静状态"减少肢体活动$避免情绪波

动#)

0

*过度换气诱发试验!患者连续不断进行深呼

吸"持续
'

#

.7:E

"换气量为正常情况下的
.

#

*

倍"

不能配合的患者在其哭闹换气频率高时观察"可用道

具对患者进行诱导达到过度换气状态完成试验#)

+

*

睁闭眼诱发试验!持续睁眼
.I

后安静闭眼"每
.

#

&%

秒重复
&

次"连续进行
'

次"选择脑电图波幅最高时

为宜"不能配合的患者"可由家长用手指轻压上眼睑

使其闭目#)

1

*闪光刺激试验!通过在患者眼前
$%

#

'%97

处放置光刺激闪光器"给予不同频率闪光刺激"

闪光频率为
'

#

.%Ad

"每一频率刺激
.

#

&%I

"间隔

&%I

"频率逐渐增加"后用杂乱刺激增加患者生理负

担"闪光刺激后患者闭眼调节"促进眼部舒适#)

&%

*

睡眠剥夺试验!早上作检查的患者"检查前
.D

将其唤

醒"有午睡习惯患者可将午睡时间推迟到检查之后"

夜间检测患者可不进行睡眠剥夺#

$)'

!

观察指标
!

)

&

*对比两组患者
2-PPM

监测成功

率"成功!监测过程顺利"未发生电极脱落现象"视频

成像清晰"脑电图基线平稳+缺陷!监测过程出现电极

脱落"但能及时纠正"基本不影响监测成像结果+失

败!监测中断"无法继续进行'成功率
e

)成功人数
h

缺陷人数%总人数*

j&%%T

(#)

$

*记录两组患者脑电

图监测质量伪差报告发生情况与患者睡眠剥夺情况#

)

'

*记录两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如电极松动$导联脱

落$电线损坏发生情况#)

(

*统计患者皮疹及外伤情

况发生率#)

.

*在满意度调查中"分为非常不满意$不

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

个层次"记录患者

家属评价结果"计算满意度'满意度
e

)比较满意人

数
h

非常满意人数*%总人数
j&%%T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率的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
2-PPM

监测成功率
!

观察组患者
2-PPM

监测成功率)

10).%T

*高于对照组)

++)0.T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脑电图检查质量比较
!

观察组伪差报告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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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387L8>$%&+

!

245)&.

!

J4)$$



者睡眠剥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2-PPM

监测成功率

组别
*

监测结果)

*

*

成功 缺陷 失败

成功率

'

*

)

T

*(

观察组
+% 0( ( $ 0+

)

10).%

*

对照组
+% .. &* 1 0&

)

++)0.

*

!

$

')0+( ()0+'

! %)%%% %)%$+

表
$

!!

两组脑电图检查质量比较'

*

#

T

$(

组别
*

伪差报告 睡眠剥夺率

观察组
+% 1

)

&&)$.

*

0*

)

1.)%%

*

对照组
+% $%

)

$.)%%

*

.$

)

*.)%%

*

!

$

.)%1* $$).%%

! %)%$' %)%%%

/)'

!

两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

观察组患者电

极松动与导联脱落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两组电线损坏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

#

T

$(

组别
*

电极松动 导联脱落 电线损坏

观察组
+% '

)

')0.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0).%

*

!

$

()&%$ .)0*. &)..+

! %)%($ %)%&* %)$&&

/)1

!

两组患者不良结果发生率
!

两组患者皮疹和外

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

#

T

$(

组别
*

皮疹 外伤

观察组
+% '

)

')0.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1 %)%(+

!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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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组别
*

非常满意

)

*

*

比较满意

)

*

*

一般

)

*

*

不满意

)

*

*

非常不满意

)

*

*

满意度

'

*

)

T

*(

观察组
+% .* &. + & % 0&

)

++)0.

*

对照组
+% '& $0 &+ ' & .+

)

0$).%

*

!

$

')10$ *)0*&

! %)%%% %)%%1

/)2

!

两组患者家属护理质量评分
!

观察组患者满意

度)

++)0.T

*高于对照组)

0$).%T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癫痫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脑部疾病"以脑部

神经元过度放电所致的突然$反复和短暂的中枢神经

系统功能失常为特征#儿童癫痫是由阵发性$暂时性

脑功能紊乱所致的惊厥发作"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一种

病因复杂的$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综合征'

.

(

#癫痫发

作给患者本人及家属带来躯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加大

了医疗保健的经济负担"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PPM

是一种反映脑功能状态的检查手法"具

有较高的灵敏性"是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实验室

检查手段"通过数码摄像头装置将患者发作时的临床

表现与脑电图的变化同步录像"在目前小儿癫痫的诊

断$分型及用药的调整中具有重要价值'

*

(

#据临床实

践"

2-PPM

监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

电极粘贴不稳"导致部分脑电图丢失+)

$

*睡眠剥夺失

败"无完整的睡眠周期脑电图+)

'

*检监测过程中由于

操作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出现伪差+)

(

*患者未能配

合检验动作+)

.

*患者头皮因粘贴电极片导致过敏

等'

0

(

#规范的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对确保
2-PPM

监测

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疾病特点制订相关

的护理措施实现了护理资源的合理分配"明确了各岗

位的专业职能$行为准则和管理标准"加强了环节

监控#

李小可等'

+

(研究发现"综合护理控制有利于提高

患者
2-PPM

监测成功率"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专

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采用统一规范的操作流程"减少

了外界因素对电极线的干扰同时通过控制患者的肢

体活动强度"平稳患者情绪"减少了伪差报告的发生

率"通过剥夺患者睡眠"使监测过程中患者有一个完

整的睡眠周期记录睡眠时的脑电波"在增加判断脑电

活动成熟度的信息量的同时"减少了由于患者大幅度

动作导致的电极松动$导联脱落#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患者由于
2-PPM

导致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外伤发

生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此研究

结果与聂珊等'

1

(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皮疹的发生与患

者自身体质及个体皮肤敏感性有关"依靠物理干预效

果不明显#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在提高癫痫患者

2-PPM

监测质量的同时"有利于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提升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专项护理质量控制小组的实施有利于

提高癫痫患者
2-PPM

监测质量"提高监测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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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胃癌手术患者护理效果观察

李
!

静&

!孙亚莉$

#

"陕西省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

普外科$

$)

神经内科一病区
!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选择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的效果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

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该院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
&$(

例!以行常规护理措施的
*$

例患者作

为对照组!以选择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的
*$

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进行观察&结果
!

研究组患者手术后各项恢复用时!如排气'离床活动'术后留院时长等与对照组有差异!同时研究组护理工作认

可率与对照组比较也有明显区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于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选择临床护理路径能够促进患者病情恢复速度!加强护理质量!提高护理认可率!推荐临床广泛应用&

关键词"胃癌$

!

手术治疗$

!

临床护理路径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胃癌是发生于人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同时也

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性疾病'

&

(

#对于胃癌

患者"根治性手术是最为有效且较为常用的治疗手

段"但手术也会给患者的身心带来痛苦'

$

(

#有研究指

出"使用临床护理路径对胃癌手术患者的治疗进行配

合"对于患者恢复及护理质量改善有很大影响'

'

(

#为

了研究对胃癌手术治疗的患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措

施的效果"本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

本院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
&$(

例进行观察"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

在本院进行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

象"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0%

岁"平均)

.*)(b

$)+

*岁#采用电脑随机将患者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研究组
*$

例"年龄
'0

#

0%

岁"平均)

..)'b&)+

*

岁+对照组
*$

例"年龄
'0

#

0%

岁"平均)

.0)(b&).

*

岁#纳入标准!)

&

*经病理检查及相关影像学检查等

手段"按胃癌诊断标准'

(

(确诊为胃癌+)

$

*所有患者均

接受胃癌手术切除治疗+)

'

*患者有自我意识且神志

清楚"能够接受护理人员的健康宣教+)

(

*排除患者存

在其他干扰试验结果的可能+)

.

*此次参与者均签署

相关协议"符合医学试验要求#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与胃癌手术相关的临床护理举

措"包括术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告知手术相关流

程等+术中做好患者的护理工作"密切关注血压$心率

等变化+术后做好手术切口的一般护理"做好对可能

出现的并发症的护理"并向患者及家属做好术后恢复

的知识宣教工作#

$)/)/

!

研究组
!

选择临床护理路径对胃癌患者进行

手术护理工作#首先建立健康小组"每组按一定比例

配以相应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然后采集每例患者的基

本资料"包括一般情况$病程记录等"根据每例患者的

基本情况"建立每例患者的健康档案#根据国内外临

床护理路径相关文献及本院实际情况"由健康小组开

会讨论"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制订相应的护理计划"并

制作成表格"以方便执行#)

&

*在进行临床护理路径

的首日"由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情绪安抚和健康宣教

工作"对患者居住的病房$主治医生办公室及医院设

施等进行大体介绍"并向患者介绍主治医生$护理人

员等+做好疾病的宣传与患者有关疾病知识的建立"

手术后功能恢复训练的介绍等#)

$

*术前
&

#

'B

做好

患者的心理工作"消除患者恐惧心理"以便更好地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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