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身体锻炼等情况较护理前明显改善$

!

#

'$'!

&#见表
!

'血

压控制总有效率由护理前的
#8$"T

提高到护理后的
8!$!T

#

护理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见

表
"

'

表
!

!!

社区护理前后遵医行为比较#

&

%

遵医行为 社区护理前 社区护理后
"

"

!

调理饮食与休息
#' ,# "($%!

#

'$'!

适当运动
(' ,( !"$8&

#

'$'!

控制体质量
"- ,! ""$&"

#

'$'!

坚持服药
(" ,# -$#8

#

'$'!

尝试戒烟酒
", #8 &$!(

#

'$'!

表
"

!!

,%

例患者社区护理前&后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

#

T

%)

时间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护理前
!'

$

!&$-

&

!"

$

"!$(

&

#(

$

%'$&

&

""

$

#8$"

&

护理后
#'

$

,#$%

&

"!

$

#&$,

&

,

$

-$8

&

%!

$

8!$!

&

?

!

讨
!!

论

?$=

!

高血压是多基因(多环境因素疾病#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或不利的物理及社会环境相关)

&

*

'社区护理深入患者家庭#可

解决患者实际问题#在高血压患者治疗及日常护理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

!

高血压病患者遵医行为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提

高患者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有效地控制血压#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

?$?

!

通过健康教育跟踪治疗等手段#多数患者血压控制在正

常范围内#没有并发症发生#降低了疾病复发率'因此#社区护

理可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同时为群众提供了安全(

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I

!

本次调查虽然人数不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护

理使血压控制水平得到良好提高'只有当人们了解有关的健

康知识#建立起积极(健康的信念#才有可能主动形成有益于健

康的行为'开展长期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等健

康促进活动#可以减少高血压患病危险因素#有效控制和降低

人群高血压水平#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对促进社

区人群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

*

'所以社区延续

护理还体现了护理工作范围由治疗到保健#由医院到社区的发

展趋势#顺应了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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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

@?7.@;M@<HC:@.;NE:7;

B

#

]W/

&也称+以实证为基

础的护理,#即以有价值的(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提出

问题#寻找实证#用实证对患者实施最佳护理)

!

*

'胃镜检查是

诊断上消化道疾病的有效手段之一#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

于其是一项侵入性操作#很多患者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易产

生恐惧焦虑情绪#导致检查中配合差#影响检查效果'作者将

循证护理应用于本院
,''

例胃镜检查中#及时给予有效的护理

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

临床资料

"'!'

年
#

!

%

月行清醒胃镜检查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8'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住院患者
!"#

例#门诊患者
#&&

例#所有患者无胃镜检查绝对禁忌证'

>

!

循证护理实践

>$=

!

循证问题
!

提出胃镜检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检查

前如何消除患者的紧张(恐惧及焦虑情绪%检查中如何更好地

配合以确保最佳检查效果#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检查完毕的各

项护理及宣教等'

>$>

!

循证支持
!

通过提出的护理问题#确定关键词#将胃镜检

查与护理干预配对#利用计算机网络#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证

据的真实可靠性及临床实用性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利用来源

于相关领域的最佳实证#制订相应的护理方案'

>$?

!

护理干预

>$?$=

!

检查前的护理
!

接诊护士热情接待患者#仔细核对各

项资料#包括心电图(血压(肝功能等'候诊间宜舒适(清爽#首

先给患者以宁静(平和的感觉#播放舒缓的轻音乐'因多数患

者都是初次接受胃镜检查#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恐惧心理#担

心不能适应(消毒效果及操作医生的技术水平等'循证护理提

出尊重个体的价值及愿望#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有的放

矢#用亲切的言语给予适时的解释'由于护患双方信息的不对

称#患者和家属常常不理解许多治疗护理项目的必要性#依从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性差导致治疗效果受影响)

"

*

'所以检查前的有效沟通对整个

检查的配合及效果有重要作用'向患者讲解胃镜检查是诊治

上消化道疾病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消毒效果肯定#安全性

高#检查医师也都是经验丰富的'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者#疑

虑心理更重#应仔细向患者及家属讲明检查的必要性#演示相

关步骤#让患者能以轻松的状态迎接检查'检查前常规服利多

卡因胶浆
!'L)

#准备好消毒胃镜(一次性咬嘴(中单(心电监

护仪(抢救物品及药品等'

>$?$>

!

检查中的护理
!

协助患者取左侧屈膝卧位#取下活动

假牙#以免脱落误吸#解松领口及裤带'放好一次性咬嘴#本院

为有带咬嘴#使患者不必费劲咬住#增加了检查的舒适度及安

全性'再次嘱患者放松#协助医生插镜#至咽喉部时嘱患者作

吞咽动作顺势将胃镜送入食道内'尽量一次性插镜成功#因反

复刺激使患者更加紧张不安#导致环咽肌痉挛#使插镜更加困

难)

#

*

'边检查边教患者作深呼吸#口水让其自然流出#以免误

入气管引起呛咳'注气不宜过多#以视野清晰为宜'检查中运

用表扬性语言和触摸技巧分散其注意力#给予安慰和鼓励#必

要时准予家属陪护#使患者主动配合能力提高#达到检查的预

期效果)

(

*

'并协助医生完成幽门螺旋杆菌$

14

&的测定#做好

活检的取材#活检时应稳(准#以免引起黏膜撕裂及穿孔等并发

症'退出胃腔时应抽尽积气#以免引起患者腹胀'整个检查过

程中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注意神志(面色等'

>$?$?

!

检查后的护理
!

检查完毕#协助患者用软纸擦去口角

分泌物#扶至休息间'检查后患者的咽部麻醉感消失#然后饮

少量温开水#如无呛咳即可进食#但要细嚼慢咽)

,

*

'活检患者

适当延长进食时间#进温热软食#遇溃疡伴活动性出血患者#则

应暂禁食#等待进一步处理'如术后咽部疼痛且有少量血性分

泌物可能为咽部黏膜擦伤#嘱其用盐水漱口
#.

)

%

*

'如出现腹

痛(黑便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也是患者最关心的#遵

循保护性医疗原则#针对不同病情(不同年龄及文化程度#以合

适方式告知患者检查结果#特殊情况尽量与家属沟通'同时嘱

患者少食辛辣刺激食物#饮食规律#劝其戒烟酒#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减少上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

!

结
!!

果

本次
,''

例患者#一次插镜成功者
(8,

例#占
88$'T

#其

余
,

例因紧张与操作医生配合不好#经耐心沟通讲解后#第
"

次均顺利插镜'感腹部稍胀气者
"!

例$

($"T

&#可能因抽气不

够所致#

#'L7;

后腹胀均消失'本组胃镜检查均顺利完成#无

并发症发生'

I

!

讨
!!

论

胃镜是上消化道疾病最常见也是最直观的一种检查方法'

近年来#虽经不断改进#其柔软性及操控性有效提高#但其是一

项侵入性操作#此项检查对患者亦是一种强烈的刺激源#易引

起患者较强的应激反应#心理上常表现为紧张(焦虑甚至恐惧#

生理上即为交感神经兴奋#可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影响

检查效果#有些患者甚至因拒绝检查而贻误治疗'这就不但要

求医生要有熟练的操作#而且要求护理人员作好整个过程中的

护理工作'循证护理是受循证医学影响而产生的护理新理念#

传统的护理是单纯的理论指导实践#胃镜室护理也是机械配合

医生'运用循证护理#护理人员能主动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求

寻来自相关领域的最佳实证#根据科学的理论及临床经验#同

时结合患者意愿#作好胃镜检查全过程的护理'检查前与患者

的有效沟通能缓解其紧张恐惧#龙赛英等)

&

*认为#适宜的音乐

使人体交感神经活动减少#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从而肾上腺

素分泌减少#使患者呼吸平稳#血压下降#心率减慢#利于各项

操作的顺利进行'现代护理观强调为患者提供个性化(人性化

的护理#在进行循证护理实践的过程中要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

观念#注重对患者个体需求的评估和满足)

-

*

'以往胃镜检查结

束后要求患者禁食
"D

#延长了患者禁食时间#使其饥饿感更

强#加重了上消化道症状'经循证后认为#只要咽喉部麻醉感

消失即可饮少量温开水#无呛咳即能少量(缓慢进食#也更体现

了人性化的护理理念'

总之#循证护理能促进护理人员主动查找资料#提高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增强了护理人员的观察力及判断力#学会

了评判性思维#从而选择最适宜患者的护理方案'循证护理运

用于胃镜检查中#增强了患者的耐受性及依从性#有效地提高

了检查效果及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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