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过程中通过组织经验丰富的糖尿病专科医务人

员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指导患者合理搭配饮食#掌

握血糖监测方法#定期返院复查#同时督促患者严格

遵医嘱用药#进而达到稳定血糖水平)防治并发症)改

善预后的目的+此外#帮助患者自觉形成健康生活方

式与行为习惯#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交流#获得他

们的支持与理解#保障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共同督

促患者注重生活细节#同时营造有利于患者病情康复

的良好环境#对改善饮食行为)控制血糖水平)调节患

者体质等方面均起到积极作用'

$#

(

+

综上所述#将医院
)

社区
)

家庭护理干预应用于
.

型糖尿病患者中效果明显#对提高饮食依从性)维持

血糖平稳)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可

全面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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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周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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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存活管理病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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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人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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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艾滋病患者的职业分布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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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教师
.

例#学生
3

例#公共场所

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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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家庭待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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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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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职工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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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餐饮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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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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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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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男同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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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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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注射毒

品
!

例#母婴传播
.

例"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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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

(#

岁#男性#农民#异性性传播#男男同性传播是

艾滋病发病的高危因素"结论
!

周至县
.#$(̀ .#$X

年艾滋病患者以男性#青年#农民为主!感染途径主要为异

性性传播和男男同性传播!临床上应该加大防控策略的实施!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干

预!积极开展艾滋病监测工作!减少艾滋病的发病率"

关键词"周至县&

!

艾滋病&

!

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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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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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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由
IPV

感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

IPV

能够攻击人的免疫系统#损伤淋巴细胞#使人体免疫

功能低下#甚至丧失#从而增加感染其他疾病和罹患

恶性肿瘤的概率'

$

(

+

IPV

在人体内平均潜伏期为
X

"

2

年#在此期间患者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疾病症状#一

旦发病#病情发展迅速#对患者的生命安全产生极大

威胁'

.

(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防治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但每年仍有
$X#

万的艾滋病患者产

生#且死亡人数超过
$##

万#总体形势并不乐观#仍然

是全球公共卫生最大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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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周至县
.#$(`.#$X

年艾滋病流行趋势及防控策

略#旨在为周至县防控艾滋病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X

年
$.

月周

至县
$3!

例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
$"

"

11

岁#

平均$

!#/.3e"/!$

%岁#男
$.3

例#女
!3

例#其中
.#$(

年
$.

例#

.#$!

年
..

例#

.#$"

年
.1

例#

.#$1

年
($

例#

.#$3

年
!$

例#

.#$X

年
!.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

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通过查阅病历及电话随访的方式统计并

记录所有患者的生存率)年龄)性别)地区)职业及感

染途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行多因素
S4

F

@>;@5

回

归分析#了解周至县艾滋病发病的高危因素#根据多

因素
S4

F

@>;@5

回归分析结果讨论防控策略+

$/'

!

评价指标
!

分析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率变化)年

龄分布)性别分布)地区分布)职业分布)感染途径及

防控策略#以及周至县艾滋病发病的高危因素+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及统计分析#相关危险因素行多因素
S4

F

@>;@5

回归

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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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至县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率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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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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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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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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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报告艾滋病总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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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人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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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存活管理病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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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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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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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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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艾

滋病发病人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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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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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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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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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

人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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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周至县艾滋病患

者的人数)死亡人数及感染者逐年增加+见图
$

+

!!

注!

0

为艾滋病总病例&

1

为死亡人数&

2

为存活管理人数&

3

为艾

滋病发病人数&

4

为
IPV

感染人数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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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率变化

///

!

周至县艾滋病患者的年龄)性别和感染途径分

布
!

周至县艾滋病患者以青年男性为主#感染途径主

要为异性性传播和男男同性传播+见表
$

+

//'

!

周至县艾滋病患者地区及职业分布
!

周至县艾

滋病患者地区分布无特异性#职业以农民为主+见

表
.

+

//1

!

多因素
S4

F

@>;@5

回归分析
!

多因素
S4

F

@>;@5

回

归分析显示年龄
$

(#

岁)男性)农民)异性性传播)男

男同性传播是艾滋病发病的高危因素+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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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艾滋病患者的年龄%性别和感染途径分布

参数 人数及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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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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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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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

性别

!

男
$.3

$

3./22

%

!

女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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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途径

!

异性性传播
2(

$

"(/!"

%

!

男男同性传播
3!

$

!./"(

%

!

配偶固定性伴侣及性接触
f

注射毒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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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射毒品
!

!

$

./(#

%

!

母婴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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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艾滋病患者地区及职业分布

项目 人数及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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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二曲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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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哑柏镇
$.

$

1/X2

%

!

终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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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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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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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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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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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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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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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

四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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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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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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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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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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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房子镇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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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

农民
31

$

!(/1X

%

!

教师
.

$

$/$!

%

!

学生
3

$

!/#.

%

*

XX#.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续表
.

!!

周至县艾滋病患者地区及职业分布

项目 人数及构成比'

)

$

[

%(

!

公共场所服务者
..

$

$./1!

%

!

家庭待业者
.2

$

$1/13

%

!

儿童
.

$

$/$!

%

!

职工及干部
$$

$

1/(.

%

!

餐饮从业人员
.

$

$/$!

%

!

医务人员
$

$

#/"3

%

!

民工
(

$

$/3.

%

!

其他
$2

$

$#/2.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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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S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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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项目
'

Y*

$

'

%

a8D?

!

.

! 5U

5U

下限
5U

上限

年龄
$

(#

岁
$/$#. #/!1X "/"!! #/#$X (/#$. $/.#( 3/"!$

男性
#/23! #/!!1 !/3XX #/#.2 ./1"$ $/$#3 1/(!2

农民
#/1X2 #/(!$ "/#3. #/#.! ./#$( $/#2" (/3#$

异性性传播
$/$11 #/".! !/2"$ #/#.1 (/.#2 $/$!2 X/21.

男男同性传播
#/3## #/(#X "/$11 #/#.( ./#$. $/$#$ (/133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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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虽然世界各地均采用相应的措施对艾滋病进行防控#

但艾滋病新增人数及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依然是

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之一'

"

(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的

发病率逐年上升#在艾滋病流行现状)防范与治疗等

问题上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

1

(

+因

此#研究各地区艾滋病流行趋势及防控策略意义

重大+

本研究显示#周至县
.#$(̀ .#$X

年艾滋病人数)

死亡人数及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周至县艾滋病的流行

特征为!$

$

%发病人群多为
$

(#

岁的青年人群#比例超

过
1#[

&$

.

%发病人群多为男性#比例为
3./22[

&$

(

%

感染途径以异性性传播和男男同性传播为主#比例超

过
2#[

&$

!

%职业以农民为主#比例为
!(/1X[

#与世

界艾滋病流行趋势相似'

3)X

(

+多因素
S4

F

@>;@5

回归分

析显示年龄
$

(#

岁)男性)农民)异性性传播)男男同

性传播是艾滋病发病的高危因素+随着社会观念的

多元化#青年人群性行为的发生率增加#且男性不安

全性行为的倾向较为明显#男性会使用避孕套的比例

仅为
(#[

'

2

(

#因此男性青年艾滋病发病率高+农民由

于文化水平低#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不高#缺乏最

基本的艾滋病预防和自我保护知识#且经济收入低)

就医意识淡薄#不愿去正规医院接受规范化的医疗服

务#增加了艾滋病患病的风险'

$#)$$

(

+随着生活理念的

不断开放化#人们对性行为的态度逐渐开放#使多伴

侣的性行为#甚至男男性行为不断增加#加之对避孕

套使用的重视不足)性生活混乱等因素#导致性行为

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

(

+

本研究根据周至县艾滋病流行趋势提出
(

条防

控措施!$

$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艾滋病防控的

首要工作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做好宣教

工作#通过建立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栏#建立艾滋病

防治知识教育基地#以艾滋病防治知识健康讲座等形

式#并利用电视)广播等途径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提

高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自我保护意识&

$

.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干预#由于男性青年)农民)男

男同性恋者为罹患艾滋病的主要人群#因此#在防控

工作中要向青年人群#尤其是青年男性人群发放艾滋

病防控知识宣传手册和安全套#讲解安全套的使用意

义#利用同伴教育的方式加强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

对性行为的干预#控制艾滋病蔓延&$

(

%积极开展艾滋

病监测工作#一方面要利用哨点监测和网络监测等监

测途径#为健康人群提供便捷的艾滋病检测途径#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艾滋病患者的管理力度#对患者进行

动态观察#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和日常行为#并

对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防止艾滋病传播+

综上所述#周至县
.#$(`.#$X

年艾滋病患者以

男性)青年)农民为主#感染途径主要为异性性传播和

男男同性传播#临床上应该加大防控策略的实施#减

少艾滋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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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改善轮状病毒腹泻患儿生活质量中的效果

孙
!

燕!钟桂莲!张
!

薇!孟芳芳!刘海英

江西省九江市妇保健院西院'江西省九江市儿童医院西院门急诊科!江西九江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针对性护理在改善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方法
!

以该院
.#$3

年
$

月至
.#$X

年
$

月收治的
21

例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成观察组
!2

例!对照组
!3

例!对照组

患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前者基础上行针对性护理!观察两组患儿退热时间#止吐时间#止泻时间#护

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

观察组患儿退热#止吐及止泻时间与对照组患儿比较!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两组患儿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儿护理后生活质

量评分较护理前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且观察组患儿升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轮状

病毒所致腹泻患儿应用针对性护理能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其恢复!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轮状病毒&

!

腹泻&

!

针对性护理&

!

生活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03."/3

&

0!3(/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3.)2!""

$

.#$2

%

$!).#2#)#(

!!

轮状病毒感染具有明显季节性#在
.#c

左右气

温下轮状病毒较为活跃#尤其是秋冬更替时期+小儿

腹泻常因轮状病毒感染所致#该病在
"

岁以下婴幼儿

群体中发病率较高#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儿科消化系统

疾病'

$).

(

+患儿主要临床特征为大便次数明显增多)

大便性状发生改变)腹痛)呕吐及发热等#不仅会对其

消化系统造成损伤#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脱水)酸碱平

衡及水电解质失调等'

(

(

+有资料显示#每年全世界有

"##

万至
$X##

万婴幼儿因腹泻而死亡#且近年来呈

逐年递增趋势#已对儿童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

(

+

因婴幼儿年龄过小#无法准确描述出自身病情#因此#

医护人员应对其加强监护#积极采取对症治疗和针对

性护理#以降低其病死率'

"

(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护理

需求的不断提高#有关患儿生活质量方面的改善已逐

渐成为临床探讨的热点话题'

1

(

+本研究分析了本院

对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应用针对性护理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3

年
$

月至
.#$X

年
$

月收治的
21

例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分成观察组
!2

例和对照组
!3

例#对照组中男
.2

例#女
$X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e#/1"

%

岁&病程
.

"

3?

#平均$

(/1Xe#/13

%

?

&每天腹泻次数

为
1

"

$$

次#平均每天$

X/."e$/!1

%次&

.$

例患儿伴

有发热#

.1

例患儿伴有呕吐#

$!

例患儿伴有轻度脱

水#

.1

例患儿伴有中度脱水#

3

例患儿伴有重度脱水+

观察组中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1e$/11

%岁&病程
$

"

3?

#平均$

(/3#e#/1.

%

?

#

每天腹泻次数为
"

"

$$

次#平均每天$

X/.Xe$/!"

%

次&

..

例患儿伴有发热#

.3

例患儿伴有呕吐#

$"

例患

儿伴有轻度脱水#

.X

例患儿伴有中度脱水#

1

例患儿

伴有重度脱水+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病程)腹泻次

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

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究#且

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

意批准后进行+

$//

!

方法
!

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包括!$

$

%定

期消毒和病室通风#注意保持病室内舒适和安静#将

室内温度控制在
.#

"

."c

#室内湿度控制在
""[

"

1#[

#给患儿创造出良好舒适的住院环境+$

.

%病床

应保持整洁干净#定期更换被套和床单#医护人员与

患儿接触后应洗手和消毒#以免发生交叉感染+$

(

%

对患儿每日大便次数和性状进行实时记录#并进行动

态比较和分析#若出现异常应立即通报医师予以处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