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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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试验前后均值及标准差

项目
!

组

试验前 试验后 标准差

W

组

试验前 试验后 标准差

糖尿病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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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两组在试验前'患糖尿病后心理"精神维度'社会关系维

度以及治疗维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试验后糖

尿病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心理"精神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有下

降的趋势#见表
$

(

B(C

!

!

组
'

个月后组内
-

个观察指标总分由$

->(9S9(>,

%分

减少到$

--(%>S>(--

%分#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W

两组在试验前后进行组间差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f&(&&&,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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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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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两组试验前后差值
?

检验

项目
!

组差值
W

组差值
? !

糖尿病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d&('$S-(%& &(&$S'(9- &(-& &(:>>%

心理精神维度
d&(::S%(&- &(,&S-($: &(>, &(-,/-

社会关系维度
d&(&$S,(''d&($&S,('- &(:/ &(%&$$

治疗维度
&(,$S,(/$ &(,:S,(9: &(,, &(9,-&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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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
!!

论

C(A

!

强化教育是在短期内$集中
'.

课程'

/.

课程或每周
,

"

$

次课程学习%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

-

,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系

统地了解和获得相关的知识和自我管理技能#掌握科学的糖尿

病自我管理方法(

!

组糖尿病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心理精神维

度和社会关系维度出现下降趋势#治疗维度试验后出现上升趋

势#表明糖尿病患者获得知识量越多#治疗依从性越好(

C(B

!

L8A<7=

等+

%

,和
8̂@NB@8*

等+

:

,研究显示#通过对糖尿患

者进行健康教育#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短期强化健康

教育方法指导新诊断糖尿病患者获得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能使

患者自觉进行自我管理#做好血糖'血压'

_H!,F

等指标的定

期监测#是治疗'控制糖尿病和预防并发症的有效手段+

/

,

#从而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C(C

!

门诊
$

型糖尿病患者以老年人居多#由于行动不便'记

忆力和接受知识能力均比中青年差#单纯讲解理论不容易接

受+

>

,

(一般健康教育具有局限性+

9

,

#往往因为患者对疾病的认

识不充分而影响自觉控制血糖水平(由于本研究时间较短#对

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和生存质量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

观察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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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种特殊刺激&而当患儿出院时#父母又面临新的压力

和挑战(护理支持质量影响着父母角色的发展和患儿出院后

提供主要的护理能力+

,

,

(只有充分了解患儿家长对出院指导

的需求#采取适合的方式给予正确的指导#才能帮助家长建立

信心#使患儿在出院后得到及时有效的护理(本研究对本院

0\5e

出院的患儿家长进行相关知识需求的问卷调查#以期为

患儿家长提供更好的出院指导#提高新生儿出院后的家庭护理

质量(

A

!

对象与方法

A(A

!

调查对象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

年
>

"

,$

月在本

院
0\5e

住院治疗的患儿家长
,>$

人为调查对象#其纳入标准

为患儿病情治愈好转出院#自愿参加本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9:(/V

(本次调查有效问卷的患儿家长中母

亲
>,

人#父亲
9%

人#年龄
$&

"

-$

岁(其他情况见表
,

(

表
,

!!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f,/:

%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V

%

与患儿关系

!

母亲
>, -:(&

!

父亲
9% %-(&

年龄$岁%

!

$&

"

$9 :: '/(%

!

'&

"

'9 9$ %$('

!(

-& ,> ,&($

学历

!

初中
,: 9(,

!

高中
'$ ,>(,

!

大专
:% '/(&

!

本科
'> $,(:

!

研究生及以上
$% ,-($

职业

!

有
,-' >,($

!

无
'' ,>(>

是否双胎或多胎

!

是
,% >(%

!

否
,:, 9,(%

是否早产儿

!

是
'9 $$($

!

否
,'/ //(>

有无照顾新生儿经验

!

有
-% $%(:

!

无
,', /-(-

A(B

!

调查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法#问卷在查阅大量

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多次修改而成(问卷

包括两部分!$

,

%一般情况(被调查者与患儿的关系'年龄'文

化程度'职业'是否为双胎或多胎婴儿'是否为早产儿#有无照

顾婴儿经验等($

$

%希望得到的出院知识指导(喂养指导#皮

肤护理#疾病预防#儿保知识#计划免疫#有关本次疾病需要的

指导等
:

个方面共
$>

个问题(每一项分为
'

个等级#分别为

非常需要'需要'不需要(调查前先征得被调查者同意#由调查

者说明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及要求#由被调查者填写(

A(C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统计分析利用
Q#QQ,'(&

分析系统

软件包完成(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在此次调查中#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能得到详细的出院指

导(家长对出院指导
:

个方面的需求程度各不相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其中#对计划免疫的需求最高#仅
'

例

家长$

,(/V

%表示不需要此方面指导&其余按照需求程度排序

依次为!有关本次疾病需要的指导#喂养指导#儿保知识指导#

疾病预防指导#皮肤护理指导(见表
$

(

表
$

!!

0\5e

患儿家长对出院指导的需求

项目 非常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合计

喂养指导
/% 9, ,& ,/:

皮肤护理
-: >: -- ,/:

疾病预防
%: 99 $, ,/:

儿保知识
9$ :9 ,% ,/:

计划免疫
-9 ,$- ' ,/:

有关本次指导
>: >% % ,/:

合计
-&- %%- 9> ,&%:

C

!

讨
!!

论

C(A

!

重视对
0\5e

患儿家长出院指导需求的评估
!

新生儿出

院指导是教会家长在院外如何正确护理新生儿#帮助其解决在

护理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科学指导#是整体护理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对促进新生儿健康成长'预防疾病'提高家长育儿自信

心具有积极作用+

$

,

(只有通过了解患儿家属的健康教育需求

和获得健康知识的形式#才能使护理人员有的放矢地开展健康

教育工作+

'

,

(危重疾病新生儿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终于好转出

院#其家长的心情可想而知(很多母亲不顾传统的)坐月子*#

亲自到医院接孩子出院#这也是本次调查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母

亲参与的原因(相对于普通新生儿的出院指导#

0\5e

出院的

新生儿家长对孩子表现得更为关注(护士应重视对他们出院

需求的评估#了解他们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及有无语言沟通

障碍等情况#针对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出院指导(由

于大多数家长初为人父母#缺乏新生儿护理知识#通过出院指

导增强了患儿家长的保健意识#促使家长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基本的护理技巧#使患儿出院后得到

较好的护理#家长对护士的满意度大大提高+

-

,

(

C(B

!

有针对性地对出院患儿家长进行出院指导
!

在此次调查

发现#不同的家长对患儿出院指导的需求各不相同#对计划免

疫的需求最高#仅
'

例家长$

,(/V

%表示不需要此方面指导(

在临床工作中#可以针对患儿家长的不同需求#选择性地给予

出院指导#让患儿家长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得到对他们有帮

助的出院指导(

C(C

!

重视特殊患儿家长对出院指导的需求
!

一些高龄产妇及

多次流产经保胎治疗才有子女者#由于新生儿住院#与之分离#

且不能给在住院中的孩子恰当地提供身体上或情感上的需要

表示忧虑+

%

,

#而这些新生儿往往又是早产儿或病情较重者(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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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是围产儿发病'死亡及远期致残的主要原因#早产儿住院时

间长'医疗费用高让其家长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和心理上的压

力#加之
0\5e

封闭式的管理#医患沟通少#更容易让家长产生

紧张焦虑情绪+

:

,

(对于这些特殊患儿的出院指导有别于其他

的患儿#出院后的家庭护理对他们今后的生长发育尤为重要(

因为来之不易#父母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担心因为自己的疏忽

造成孩子生病或其他不适#容易引起自责#他们往往在出院指

导中希望得到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对这些有特殊需要的新生

儿家长#护士应更加耐心地进行讲解#充分理解家长的焦虑和

担忧#给予他们正确的指导(

C(D

!

耐心对待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
!

由于有的家长文化程度

较低#对疾病方面的信息了解较少#因而容易产生茫然和焦虑(

护士应将与患儿病情有关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给家

长#使其了解病情#消除不必要的顾虑(这些家庭又常因为经

济困难要求提前出院#患儿出院后的护理直接影响到其生存质

量及再次入院#因此出院指导的内容应该更加广泛(护士要指

导家长如何保持卫生良好的生活环境#减少声音'光线等对患

儿的刺激+

/

,

&指导基本的喂养方法'皮肤护理'臀部护理'眼部

护理'脐部护理等知识&指导有关疾病的预防'康复及儿童保健

等内容(对于出院带药的患儿一定要进行详细的用药指导#确

保用药安全(采用多种健康教育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如个体指

导'集中宣教'操作示范'图文材料'视听教材等(

C(E

!

加强护士的健康教育能力
!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

面对健康教育的需求愈来愈高(出院指导是整体护理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新生儿健康成长'预防疾病'提高家长育

儿自信心具有积极作用+

$

,

(

0\5e

护士必须熟练掌握患儿出

院计划的内容#充分了解家长的需求#具有健康教育的能力+

>

,

(

出院指导可充分发挥护士的潜能#促进其自觉学习医学基础知

识和科普常识#拓宽知识面#提高护士的专业水平及沟通技巧(

要求护士不但有精湛的护理技术及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须善于

与患儿家长沟通(只有提高护士的健康教育能力#丰富出院指

导的内容#才能使患儿在出院后继续得到科学的治疗'护理及

保健#远离疾病#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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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眼科用于眼底病极有价值'重要的临床诊断检查技术#

可观察到检眼镜所不能发现的细微病变#为提高眼底病诊断的

可靠性及制订眼底病的治疗方案提供了有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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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素

钠目前是最常用'性质相对稳定'较安全的眼底血管造影剂#但

是也可致轻重不一的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等#甚至可发生过

敏性休克'心脏停搏'呼吸停止及其他严重并发症(因此#分析

荧光素钠注射液不良反应#探讨其预防措施#对于提高
RR!

检

查的安全性和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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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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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中心

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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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心性渗出性脉络膜视网膜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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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黄斑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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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眼底血管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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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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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其随机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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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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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给予常

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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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常规护理措施基础上#给予检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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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造影前确定患者无药物过敏史及食物

过敏史#排除严重的心'肝'肾及脑等器官功能不良#收缩压不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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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知情

同意书(充分散大瞳孔(抽取
&(,V

荧光素钠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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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患者肘正中静脉或前臂较大静脉于
%*8=

左右缓慢注入#确定

患者无不良反应后#再将
$&V

的荧光素钠注射液$广州白云山

明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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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推注#严密观察有无不良反应+

'

,

#并同步进行拍摄记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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