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详细询问病史'做好术前的相关检查#如出凝血时间(肝功

能(肾功能(血常规(心电图等)

)3'

*

'操作时注意对患者保暖'

操作完毕#开窗通风#保持室内整洁#每日用紫外线消毒'注液

管件的插芯和主体必须一人一套#防止交叉感染'严格设定好

仪器各参数#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恰当使用节制钳'

@%@%?

!

做好心理护理
!

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个性的患

者#有不同的心理特点#主要的表现有!$

$

&焦虑#与角色的改变

和舒适的改变有关#表现为坐立不安(愁眉苦脸等%$

!

&恐惧#感

到疾病对生命的威胁#对检查治疗措施的担心等%$

,

&猜疑#担

心操作者不负责任#操作不熟悉(不仔细等'护士对患者要有

高度的同情心#操作前向患者解释此操作的目的(方法及配合

要点#消除患者的思想顾虑'操作前嘱患者放松身心#深呼吸

以减轻腹压#消除不适感'操作中多与患者沟通#耐心倾听他

们讲述#消除其紧张及不适感'另外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准确

洞悉患者的心理问题#给患者以正确对待此操作的鼓励#取得

患者的合作'注意表情亲切(自然#使患者产生信任感(安全

感#并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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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镜黏膜剥离术$

:2-.1=.

;

/=17B<7=.1>A-/11:=6/.2

#

LSK

&

是在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2-.1=.

;

/=17B<7=.1>A?:1:=6/.2

#

LXR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技术#主要是对大且平坦的黏膜病

变进行一次性大块剥离#也可用于进行黏膜下层病变切除)

$

*

'

本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已成功开展
LSK("

例#取

得满意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其

中胃间质瘤
$,

例#黏膜内癌
$"

例#胃息肉
$*

例#食管平滑肌

瘤
$"

例'手术均顺利#经止血(抑酸(预防感染等治疗
$

周后

康复出院#

!

!

&

周后复查#

LSK

术后溃疡愈合'

?

!

护
!!

理

?%>

!

术前护理
!

$

$

&心理护理!患者对
LSK

不甚了解#容易产

生紧张和恐惧心理#因此应根据患者的心理需要(知识水平和

承受能力对他们进行病情(手术介绍及相关的心理咨询#鼓励

安慰患者#使他们消除紧张恐惧的心理%$

!

&术前常规检查!血

常规(出凝血时间(交叉合血(心电图(胸片等%$

,

&术前
$!9

禁

食水%$

&

&建立静脉通道#术前
,"</2

给予肌内注射山莨菪碱

$"<

D

#以减轻术中肠道平滑肌痉挛#并观察患者意识状态和

言谈#准备好抢救器材和药品%$

(

&签署手术同意书#向患者及

家属解释
LSK

的目的(并发症(禁忌证#以使患者及家属配合

治疗)

!

*

'

?%?

!

术中护理
!

$

$

&保持患者正确的左侧卧位#固定好口垫#

给予吸氧(心电监护及血氧饱和度监测%$

!

&密切观察患者反应

及生命体征的变化#随时调整患者体位#以利于医生操作%$

,

&

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吸出口腔内分泌物#防止窒息)

,

*

%$

&

&护

理人员要熟悉治疗步骤#协助医生完成治疗#熟知急救程序#应

对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

&

*

'

?%@

!

术后护理

?%@%>

!

一般护理
!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及意识变化#大便颜色(

量(性状以及有无腹痛症状等'嘱患者绝对卧床休息
!

!

,-

#

并指导患者变换体位时动作应缓慢#

$

周内避免剧烈活动及重

体力劳动'保证静脉输液通畅#遵医嘱予以抑酸(止血(保护黏

膜(补液等处理)

(

*

'

?%@%?

!

饮食护理
!

术后禁食水
!&9

#如创面较大或切割较深#

应延长禁食时间$

&)

!

*!9

&#

,-

后如无并发症#则可进食温凉

的流质饮食#逐步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软食(普食#注意少食多

餐#忌过饱(过热#忌油腻(辛辣刺激性强及粗糙食物#可进食米

汤(藕粉(软面条(鱼肉等#以防出血#甚至穿孔)

,

*

'

?%@%@

!

并发症护理
!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虽然绝大多

数患者可以顺利完成手术#但仍有并发症发生'其中最常见的

并发症是腹胀(出血(穿孔)

#

*

'该类患者术后常规安置胃管#既

可抽气以减轻患者因手术时胃镜送入胃内的大量气体#也可观

察引流出的胃液#判断是否存在术后出血'严密监测生命体

征#定时测量血压#注意观察有无腹部压痛(反跳痛#有无烦躁

不安(表情淡漠#有无呕血及黑便#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即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通知医生#并可给予快速补液(止血#同时备血#必要时做好手

术治疗的准备)

*

*

'

@

!

出院指导

患者对出院后健康知识的掌握与配合是影响患者预后至

关重要的因素#所以要在患者出院前#做好健康宣教#引起其重

视'因
LSK

术后病变处存在术后急性溃疡#且此种溃疡是全

黏膜层被切除后的缺损#黏膜下基底层暴露#应该严格控制饮

食#告知患者严格禁食坚硬及刺激性强的食物#密切观察大便

颜色#警惕术后溃疡及修复过程中的出血'

LSK

术后患者出

院后如出现胸骨后疼痛(持续性腹痛(呕血(黑便#应及时就诊#

尽早复查胃镜#观察创面恢复和愈合情况)

)

*

'

综上所述#

LSK

具有如下优点!$

$

&个体化治疗#针对性

强%$

!

&可以在不进行外科手术的情况下通过
LSK

获得完整的

组织病理标本%$

,

&一次性完整切除率高#明显减少了组织的残

留和复发)

'

*

%$

&

&同一患者可以接受多次
LSK

治疗#同时一次

也可以进行多部位治疗'

LSK

是损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

住院时间短的新型内镜下手术)

$"

*

'

LSK

术后的护理配合十分

重要#做好了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术前的心理护理(

术后的饮食护理及并发症的观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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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国家精神病患者得到的医疗照顾模式是不同的#我国

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与其家属共同生活#疾病缓解期多由家属

照顾#其家属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患者的病情变化密切相关#这

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因素之一)

$3!

*

'为了解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心

理健康状况及采取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作者对此进行调

查#并采取了相应的干预措施#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
,

版

$

EEXK3,

&

)

,

*

#入组
(&

例患者均符合重性精神病诊断#其病种

构成为!精神分裂症
,"

例#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
$&

例#器质性

精神障碍
$"

例'将其家属$患者父母(配偶或子女共
$)"

人&

随机分为观察组$

'#

人&与对照组$

)&

人&!$

$

&观察组中男
&$

人#女
((

人%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文化程度为

小学
!(

人#中学
(,

人#大学
$)

人%职业为工人
&)

人#干部
!(

人#农民
!,

人'$

!

&对照组
)&

人中男
,#

人#女
&)

人%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文化程度为小学
$)

人#中学
,'

人#大学
!*

人%职业为工人
&*

人#干部
$*

人#农民
!"

人'两

组在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L

%

"%"(

&'

>%?

!

方法
!

对两组精神病患者进行常规抗精神病药物等治

疗'观察组再分成
(

个小组开展工作#专业人员对患者家属进

行心理干预
$

年#具体措施包括!$

$

&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每

!

周为患者家属举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药物指导及患者家属

应对技能的知识讲座%$

!

&心理护理干预#每周组织患者和患者

家属开展集体心理治疗#鼓励患者和患者家属间多沟通信息#

宣泄自身情感#培养社交技巧等'采用
'"

项症状自评量表

$

SE\3'"

&

)

&

*于入组时和干预后对两组患者家属进行心理状况

调查'

>%@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分析采用
SJSS$"%"

统计软件#对原

始数据采用
$

! 检验和
7

检验分析#

L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家属的心理状态比较
!

两组在入组时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表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观

察组经
$

年心理干预后#

SE\3'"

总分(阳性症状痛苦水平(总

症状指数(阳性症状平均分与入组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L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

!

两组
SE\3'"

因子分比较
!

两组以强迫(焦虑(抑郁(人

际关系及其他$如饮食(睡眠&症状较为突出$表
!

&#观察组经

心理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