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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模式在神经内镜下脑垂体瘤切除术

患者围术期的应用价值分析

杨
!

静!

!刘彩霞!

!王艳妮"

&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

神经外科#

"#

手术室
!

D"!%%%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Y,+

护理管理模式在神经内镜下脑垂体瘤切除术患者围术期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该院行神经内镜下脑垂体瘤切除术患者
F"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

例%对照组在围术期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Y,+

护理干

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及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术后
&N

舒适度为
FA#'Aa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C$#DCa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Da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A#""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满意度为
CF#!&a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D!#D$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结论
!

神经内镜

下脑垂体瘤切除术患者在围术期应用
?Y,+

护理管理模式进行干预!可显著提高患者舒适度!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是一种高满意度的护理干预模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Y,+

#

!

神经内镜#

!

脑垂体瘤切除术#

!

围术期

中图法分类号"

E'A!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A%>%&

!!

脑垂体瘤是颅内鞍区常发的良性肿瘤之一#是颅

烟管上皮残存细胞及垂体前后叶病变所导致的疾病#

临床上需根据患者激素分泌水平)肿瘤大小)侵袭程

度选取适当的治疗方法'

!

(

+神经内镜下脑垂体瘤切

除术因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而在临床上广泛应

用#但垂体可控制人体内分泌功能#术后仍会出现尿

崩症)脑脊液鼻漏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

及生活质量#因此患者在行垂体瘤切除术后采取合理

护理干预十分关键'

"

(

+

?Y,+

护理管理作为一个科

学的管理模式#包含
?

$计划&)

Y

$执行&)

,

$检查&)

+

$总结&

$

个步骤#在脑神经手术方面应用较为广泛#但

应用于脑垂体切除术方面研究较少'

&

(

+本研究在以

往研究基础上#给予神经内镜下行脑垂体切除术患者

?Y,+

护理干预#旨在为临床护理提供依据#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

本院行神经内镜下脑垂体瘤切除术患者
F"

例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

例+观察组男
"A

例#女
"!

例%年龄
!F

"

D'

岁#平均

$

$D#A!B&#'D

&岁%病程
A

"

"'

个月#平均$

!A#A!B

!#"&

&个月%垂体瘤直径
%#C

"

&#!K.

#平均$

!#FAB

%#!"

&

K.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DA

岁#

平均$

$D#A$B&#$F

&岁%病程
'

"

"A

个月#平均

$

!A#A"B!#!$

&个月%垂体瘤直径
%#F

"

&#%K.

#平均

$

!#F'B%#!$

&

K.

+两组在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A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

均经影像学检查确诊%$

"

&均自愿参与本项研究%$

&

&

未参与其他药物研究者+排除标准!$

!

&合并凝血功

能障碍及有出血疾病者%$

"

&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

者%$

&

&精神异常者+患者及家属均签署本院伦理委

员会出具的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对照组在围术期给予常规护理#包括心

理护理)术前干预)术中监测及用药指导等+观察组

*

%A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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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给予
?Y,+

护理管理#从以下几个步骤进

行护理!$

!

&计划+成立本科室专科护理小组#提出护

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并分析影响因素+及时了解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分析并制订详细)个性化的护

理措施+另外制订护理小组工作计划)定期例会)督

查考核制度等#并在小组例会中提出工作的不足之

处#并分析因素#制订针对性的考核制度及评价标准+

$

"

&实施+术前由专科护理小组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宣讲脑垂体瘤的相关知识及手术须知#并介绍手

术治疗相关优势#缓解患者恐惧)焦虑不良情绪#提高

治疗依从性#并于术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术中协助

患者平卧#并留置导尿管#为患者佩戴保护眼镜#配合

医生完成手术%术后去掉枕头#将患者头偏向一侧并

清理呕吐物#监视患者术后血压)心率及呼吸状态等

生命体征#对出现疼痛的患者及时给予冰敷缓解#避

免用力打喷嚏及咳嗽撕裂伤口+并针对实施结果进

行检查评估#总结每天工作经验#并定期进行小组会

议#讨论重点患者的护理措施#并总结评估结果#改正

护理中不足之处+$

&

&检查+定期抽查护理工作实施

情况#由专科护理小组定期查房#根据患者病情行血

常规)

(E;

)

,G

或脑脊液穿刺等检查方法#对患者病

情发展及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评估+$

$

&总结+对检

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估#归纳总结在护理过程中实施效

果较好的措施#并针对新出现的护理问题及相关并发

症制订新的改进措施#即进入下一个
?Y,+

循环模

式#直至解决问题+

$#'

!

观察指标
!

$

!

&比较两组术后
&N

舒适度!没有

不舒适记
%

分#可以接受%表现为轻度不舒适记
!

"

$

分%可以忍受的中度不舒适记
A

"

!%

分%难以忍受的

重度不舒适记
!!

"

!&

分+分数越低#患者舒适度越

高+舒适度
b

$轻度例数
i

中度例数&"总例数
]

!%%a

+$

"

&比较两组术后颅内感染)脑脊液鼻漏)尿

崩症)低钠血症等并发症发生率+$

&

&比较两组满意

度#采用自拟调查问卷对护理质量)效率)效果及护理

人员人文关怀情况进行评估#满分
!%%

分#

$

F%

分为

非常满意#

'%

"

CF

分为一般满意#

'

AF

分为不满意#

满意度
b

$非常满意例数
i

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
]

!%%a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软件处理数据+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术后
&N

舒适度比较
!

观察组术后
&N

舒

适度为
FA#'Aa

$

$$

"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C$#DCa

$

&F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F

#

!

#

%#%A

&#

见表
!

+

/#/

!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观察组并发症发

生率为
"#!Da

$

!

"

$'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A#""a

$

D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F"F

#

!

#

%#%A

&#见

表
"

+

表
!

!!

两组术后
&N

舒适度比较'

(

#

a

$(

组别
(

轻度 中度 重度

观察组
$' &"

$

'F#AD

&

!"

$

"'#%F

&

"

$

$#&$

&

对照组
$' !&

$

"C#"'

&

"'

$

A'#A"

&

D

$

!A#""

&

表
"

!!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

a

$(

组别
(

颅内感染 脑脊液鼻漏 尿崩症

观察组
$' !

$

"#!D

&

%

$

%#%%

&

%

$

%#%%

&

对照组
$' $

$

C#D%

&

!

$

"#!D

&

"

$

$#&A

&

/#'

!

两组满意度比较
!

观察组满意度为
CF#!&a

$

$!

"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D!#D$a

$

&&

"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b$#$"!

#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满意度情况比较'

(

#

a

$(

组别
(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 !F

$

$!#&%

&

""

$

$D#C&

&

A

$

!%#CD

&

对照组
$' !"

$

"'#%F

&

"!

$

$A#'A

&

!&

$

"C#"'

&

'

!

讨
!!

论

!!

近年来#脑垂体肿瘤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常采用

手术治疗#其中神经内镜下治疗应用较为广泛#但出

现的脑脊液鼻漏)尿崩症的并发症仍严重影响患者身

体素质及生活质量#因此围术期采取合理护理干预措

施十分关键'

$

(

+常规护理模式包括心理护理)健康教

育及监测生命体征等#但无法满足临床护理需求+

?Y,+

护理作为一种循环管理模式#在临床应用较为

广泛'

A

(

+本研究中将其应用在脑垂体切除术患者围

术期#效果较佳+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术后
&N

舒适度为
FA#'Aa

#

显著高于对照组
C"#'!a

#差异有统计意义$

!

#

%#%A

&#表明
?Y,+

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舒适度+

?Y,+

护理分为计划)实施)检查及总结阶段'

'

(

+其

中计划为第
!

阶段#此阶段是综合评估患者围术期病

情)身体及心理状况#并根据患者病情制订护理措施%

实施为第
"

阶段#此阶段通过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

疾病及手术方法的具体内容#增强治疗依从性%检查

及总结阶段为第
&

)

$

阶段#一般在术后进行#通过对

围术期并发症的检查及对护理效果的总结#不断改进

护理方法#给予患者更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

个阶

段的循环干预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进一步提高患者

舒适度'

D>C

(

+术后患者抗利尿激素的降低易引起尿崩

症#手术操作损伤蝶窦及患者用力咳嗽与排便均会导

致颅内压升高#出现脑脊液鼻漏等并发症#且术后并

发症会对脑垂体瘤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形成一定影

响'

F

(

+本研究中#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Da

#显

著低于对照组的
!A#""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表明采用
?Y,+

护理可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

*

!A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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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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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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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可能原因为
?Y,+

护理作为一种循环护理模

式是一个持续循环)提高)螺旋式上升的规范化管理

模式#有效强化护理人员工作效率并减少风险疏

漏'

!%

(

%且
?Y,+

护理是一种循环管理模式#可在下一

阶段评估上阶段的护理效果#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

预#查缺补漏#护理效果显著#并在护理过程中发现导

致并发症发生的潜在因素并及时处理'

!!>!"

(

+本研究

还发现#观察组满意度为
CF#!&a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D!#D$a

#表明
?Y,+

护理是一种满意度较高的护理

干预模式+

综上所述#

?Y,+

护理在行神经内镜下脑垂体切

除术患者中应用效果较理想#患者舒适度较高#并发

症发生率较低#满意度较高#可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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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哚普利治疗肾移植后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研究

徐小松!罗仕源!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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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唐晓鹏!李其宣!张克勤&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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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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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培哚普利对肾移植后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

对肾移植后临床

诊断为红细胞增多症的
"!

例患者给予口服培哚普利治疗!用药期间监测患者的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变化及

其不良反应%结果
!

"!

例全部有效!

!

例出现肾损害!无低血压&头昏&咳嗽等发生%结论
!

培哚普利治疗肾移

植后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安全有效%

关键词"红细胞增多症#

!

培哚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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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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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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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D">F$AA

"

"%!F

$

!">!DA">%"

!!

红细胞增多症是肾移植后常见并发症#发生率为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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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生于肾移植后
"

年内#原因尚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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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危害包括血栓形成)高血压)心力衰

竭)中风)视力改变及患者自觉头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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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报

道#卡托普利)依那普利及赖诺普利等对肾移植后继

发性红细胞增多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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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

培哚普利治疗该症的临床效果进行了观察#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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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予以口服培哚普

利治疗+排除标准!有红细胞增多症病史者+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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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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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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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中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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