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度!检查近期的工作成效!查漏补缺$患者出院一周内进行

电话回访!将优质护理服务向外延伸$

D6M

"

多重并举!广泛宣传
"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统一悬

挂+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科室,标识!在相应区域公示卫生部0住

院患者基础护理服务项目1-0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1!将

其作为向患者公开的内容$让患者知道护士该为他做什么!既

保护了患者的知情权!也引入患者和社会参与评价和监督的机

制!以促进护理工作的不断进步(

%

)

$成立通讯报道小组!通过

网络-简报等形式将活动开展中的一些做法-成效-进展等在全

院及时作出通报!扩大知晓面!提升影响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

境!使护士有自豪感和归属感$

D6N

"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夯实基础护理
"

基础护理是护理服

务的根基!只有夯实了基础护理!把根基做牢!才有可能去发展

专科护理!才能让专业护理有旺盛的生命力(

)

)

$本院进一步修

订完善了0各级护士岗位职责1-细化工作要求!明确各级护士

职责!将责任落实到人$护理部制订优质护理服务病房评价标

准!与临床科室建立落实基础护理的问责制!建立+优质护理服

务示范工程,活动专项质量考核制度!由病房管理质控组每月

对基础护理的实施进行督导检查!不定期进行专项抽查$将检

查和考核结果作为护士个人和护理单元奖惩-评优的依据!持

续改进护理质量$科室制订切实可行的基础护理工作时间表

和基础护理评估实施表!以保证为患者做好各项生活护理!促

进基础护理工作的切实落实$

D6O

"

探索绩效考核方式!建立激励机制
"

护理服务绩效管理

的目的是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

*

)

$本院结合各科的实际情况!制订绩效考核制度!树立楷

模$如增加夜班费!将护士完成护理工作的数量-质量以及住

院患者满意度与护士的薪酬分配-奖惩-晋升挂钩!促使护士主

动承担责任$通过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明星护士,-+金牌护士,

评选活动!提高护士积极性$

上述对策的实施拉近了护-患-陪三者的距离!促进了优质

护理活动的高效开展$

8($(

年
8

个科室获重庆市优质护理服

务先进病房!

'

名护士被评为重庆市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

本院护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基础护理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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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重症胰腺炎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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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病的治疗和护理干预

陈俊英#段廷莉#张世惠#吴
"

扬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肝胆外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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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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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L"

脑病%

["=307L""37"

B

;/#1

B

/2;

H

!

[,

&是
$++$

年

由
K/=#["=307L"

首次报道的由于维生素
_

$

缺乏而导致的以

眼肌麻痹-躯干性共济失调和遗忘性精神症状为主要特征的中

枢神经系统疾患$临床表现与重症胰腺炎引起的胰性脑病相

似!由于对其认识不足!重症胰腺炎时!

["=307L"

脑病和胰性

脑病常常相混淆$二者因为发病机制的不同!其治疗和预后也

有明显差别$急性胰腺炎患者并发
["=307L"

脑病时!如果及

时处理!能取得良好疗效$本文回顾性分析
)

例急性重症胰腺

炎住院患者长期禁食后并发
["=307L"

脑病的临床资料及护理

干预措施!报道如下$

C

"

临床资料

C6C

"

一般资料
"

从
8((*

年
$8

月至
8($(

年
$8

月本科共收治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
8)'

例!血淀粉酶均大于
%((O

!尿淀粉

酶大于正常值
5

倍%正常值为
+(

#

5((O

&$全部患者均符合

中华医学会
$&&*

年拟定的急性重症胰腺炎诊断标准(

$

)

$其中

有
)

例并发
["=307L"

脑病!发生率为
8R

!其中男
'

例!女
8

例#年龄
'5

#

)*

岁!平均
%+65

岁$该
)

例
["=307L"

脑病!

$

例

行手术治疗胰腺炎!其余
%

例未行手术$总住院日为
$$

#

*$

>

!平均
8*>

$

)

例患者中
5

例为暴饮-暴食所致!

$

例为胆道疾

病所致!

8

例原因不明$患者既往均无精神病史$

C6D

"

禁食时间
"

)

例并发
["=307L"

脑病患者的禁食时间达

8(>

以上!平均约
5)68>

!禁食期间未给予维生素
_

$

及相关药

物!均补充高浓度葡萄糖和静脉高营养治疗$

C6E

"

临床表现
"

)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症状和体

征!其中
%

例患者全部出现意识模糊-嗜睡-共济失调-眩晕或

腱反射减低$

$

例出现精神异常!主要为幻觉$

C6F

"

其他检查

C6F6C

"

实验室检查
"

多次查血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血糖-

血气分析未见异常#

%

例患者行头颅磁共振成像或
K!

检查未

见明显脑实质病变$

C6F6D

"

腹部
_

超及
K!

检查
"

提示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表现

为胰腺弥漫性或局限性肿大!边界模糊!胰腺周围-网膜囊-腹

腔-盆腔渗出明显!可见坏死组织!

5

例患者伴有胸腔积液$

C6G

"

["=307L"

脑病的诊断
"

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及生化检查

和
K!

评估!急性重症胰腺炎诊断明确!在治疗期间出现明显

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嗜睡-眼球运动障碍以及精神症状等!

均行头颅磁共振成像检查!除外肝性脑病-肺性脑病-脑血管意

外和颅内病变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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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M

"

["=307L"

脑病的治疗
"

一旦诊断
["=307L"

脑病!立即肌

内注射维生素
_

$

$((.

4

!每日
8

次$如果症状重%有
5

例患

者&!采用静脉滴注!剂量为
8((

#

'((.

4

!分
8

组静脉滴注!一

般需要
%

#

$(>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诊断明确!需先用维生素

_

$

!再输入含葡萄糖的液体$

D

"

结
""

果

)

例患者最初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眼球运动障碍及精神

症状!其中
%

例因发现及时!经过积极补充维生素
_

$

等治疗后

恢复正常饮食!好转出院#

$

例经过治疗后精神症状好转!神志

恢复!但由于胰腺炎加重而死亡!死于腹腔内严重感染$

E

"

讨
""

论

E6C

"

诊断与治疗
"

急性重症胰腺炎常常合并神经精神症状!

临床称为胰性脑病$重症胰腺炎一旦并发胰性脑病!其死亡率

高达
)*R

#

$((R

!其并发胰性脑病的发生率为轻型胰腺炎的

*

倍!多在胰腺炎发病后
5

#

%>

发病!偶可发生于胰腺炎手术

后
$

#

8

个月!胰性脑病常见的症状为一般神经精神症状-意识

障碍-脑膜刺激征和颅内高压!目前本病诊断仅依靠病史-症

状-体征和排除性诊断!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307L"

脑病的临床表现与胰性脑病症状非常相似!由

于两者均缺乏特异性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和影像学表现!在临床

上极易混淆!有时鉴别非常困难!需使用大剂量维生素
_

$

进行

治疗性诊断$作者认为在胰腺炎的基础上!较长时间禁饮!如

出现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的神经精神症状!就应考虑有本病的

可能!但要除外腹腔严重感染-肝功能不全-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电解质紊乱-颅内感染及颅内病变等$

["=307L"

脑病是一种少见的急性脑病!若发现及时!预后

较胰性脑病好$该组中
%

例患者!由于及时诊断!迅速补足维

生素
_

$

!根据病情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护理措施!从而挽救了

患者的生命$

E6D

"

护理干预

E6D6C

"

神志的观察
"

["=307L"

脑病常有意识障碍及不同程

度的记忆力减退$通过对话-呼唤-疼痛刺激和生化检验判断

患者的意识程度-精神状况-辨别力-记忆力-计算力和抽象思

维能力(

8

)

!进一步判断病情变化!为治疗提供依据$如每
8;

检测患者对时间-人物-地点的判断力!呼唤其姓名及针刺皮肤

时的反应情况等$注意患者意识改变!密切观察患者有无言语

模糊-烦躁不安-意识淡漠!甚至出现由神志清楚突然转为昏迷

或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突然出现意识改变!应高度怀疑
["=-

307L"

脑病的可能!及时汇报医生(

5

)

$

E6D6D

"

与其他代谢性疾病的鉴别
"

["=307L"

脑病患者多数

先表现为呕吐-乏力-意识模糊!易与其他代谢性脑病%如水-电

解质代谢紊乱而引起的脑病&相混淆$

$

例患者在院外以神经

系统疾病治疗!致频繁呕吐且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因血淀粉

酶高转入本科后立即试用维生素
_

$

治疗!意识很快恢复!诊断

["=307L"

脑病明确$这提示护理人员在诊断未明确之前!要

密切观察患者呕吐情况及意识状况!是否有进行性加重趋势!

定时测量体温-脉搏-呼吸-血压!注意眼球活动情况及四肢肌

力是否正常$伴有呕吐的患者!水-电解质监测尤其重要$

E6D6E

"

治疗性护理
"

清醒时给予口服维生素
_

$

!在未补充维

生素
_

$

之前一般慎用或禁用葡萄糖盐水及皮质激素!因葡萄

糖可使丙酮酸氧化脱氢反应减弱!耗尽仅存的
_

族维生素#皮

质激素亦可阻碍丙酮酸的氧化过程!两者均可诱发或加重

["=307L"

脑病(

'

)

$所以!静脉补液时要特别注意$每日按医

嘱肌内注射或静脉补充维生素
_

$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补液的

顺序!先用维生素
_

$

!再补充葡萄糖!注意观察使用维生素
_

$

的剂量-时间与患者精神症状改善的关系$患者精神症状较明

显时可静脉给予地塞米松以减轻脑水肿(

%

)

$

E6D6F

"

患者意识不清时防误吸和坠床
"

床头摇高
5(s

!卧位!

头偏向一侧$床旁备全麻盘-舌钳-吸痰装置!以便随时可以为

患者清理呼吸道$本组病例中有
5

例患者予放置口咽通气道!

加强监护!必要时应用约束具保护患者$

E6D6G

"

呼吸护理
"

遵医嘱予氧疗!保护脑细胞!保持血氧饱和

度在
&%R

以上!必要时予机械辅助通气(

)

)

$

E6D6M

"

基础护理
"

每
5

小时帮助患者翻身!拍背!意识未恢复

时予面罩式雾化吸入湿化痰液!遵医嘱使用稀释痰液药物$按

从上到下的顺序摆放输液管道-监护管道-引流管道!妥善固

定!防止患者抓脱$行口腔护理时可用开口器或压舌板协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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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消化道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其发病

率和病死率位居第一$胃癌患者经受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

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

长患者的生存期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胃癌的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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