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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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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患者及新生儿
$)

例顺利出院!死亡
'

例"

#

!

讨
!!

论

#-!

!

妊娠期高血压及并发症
!

妊娠期高血压是由于血管内皮

细胞受损使血管对血管紧张素
,

的敏感性增高!而对氧化亚氮反

应性减弱!导致全身小动脉痉挛!血小板聚集%激活!凝血功能亢

进!多器官缺血!低氧和功能障碍!从而出现高血压%蛋白尿等临

床症状及一系列并发症"患者全身小动脉痉挛!胎盘微血管血

栓形成!导致胎盘绒毛广泛栓塞或坏死!致母胎营养及氧的交换

障碍!从而影响胎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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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妊娠期高血

压的严重并发症!本病以溶血%肝酶升高及血小板减少为特点!

常危及母儿生命"其症状不明显!所以在孕晚期出现上腹部疼

痛%全身乏力%恶心%呕吐或病毒性感染的症状时!应引起高度

重视!及时做血常规和肝功能检查!以便及早确诊"因此!防治

妊娠高血压疾病对降低母儿并发症有重要作用(

!

)

"

#-"

!

提高认识
!

医护人员应提高对妊娠期高血压的认识!认

真做好产前检查!及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早诊断%早治疗!防

止病情恶化"

#-#

!

加强产前宣教
!

使患者了解妊娠高血压疾病对母儿的危

害"定期产前检查!及时预防和治疗!可减少由妊娠期高血压

引发的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

"

#-$

!

及早纠正高血压
!

对于轻度妊娠期高血压患者!注意改

善饮食!加强营养!自孕
'&

周开始每日口服维生素和钙剂!可

阻止妊娠期高血压的发展(

&

)

"妊娠期前列腺素和血栓素比例

失调是妊娠期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之一!阿司匹林可使血小

板的环加氧酶乙酰化!抑制血栓素的合成!调节胎儿%胎盘%前

列环素和血栓素的比例!从而达到预防妊娠期高血压的目的"

加强休息!口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如上述方法不能控制血压时!

应及时住院治疗"应用降压药物时!须密切监测血压!因血压

大幅度升降会引起脑出血或胎盘早剥"因此!须根据血压监测

来调节降压药物的滴速"

#-E

!

密切观察胎心及胎动情况
!

随着孕周的增加!胎盘梗死

加重%老化%退行性变%缺血缺氧严重!易导致胎儿窘迫!羊水粪

染加重!胎粪吸入率增加(

"

)

"通过胎心监测了解胎儿有无宫内

缺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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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搏呼吸骤停是临床最紧急的危险情况之一!而多种心脏

疾病均可以导致患者发生心搏呼吸骤停(

'

)

"近年来随着中国

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的逐年增多!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人口

死亡的首要原因!触电%窒息%溺水及某些药物中毒等也可发生

心搏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

B58*,+

4

C6;+158

<

870C0B,:5:,+1

!

=S@

+是发生心搏呼吸骤停时挽救患者生命%提高救治成功率

的关键措施"临床护士必须熟练掌握
=S@

技术(

$

)

"然而!目

前的复苏成功率依然很低!即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心肺复苏

术的成功率尚不及
(_

!而中国则不到
'_

"在部分医院!临床

护士仅在学校学习过
=S@

技术!毕业后很少参加
=S@

技术的

模拟培训!对这项技术常感到不自信!甚至不会实施有效的

=S@

(

#

)

"现将本院采用不同培训方式对新聘
$'!

名临床护士

的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新聘

临床女性护士
$'!

名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a'-!

+岁"

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对照组
')&

名!按照常规入院技能

培训,观察组
')%

名!采用多媒体课件及复苏模拟人进行培训"

两组护士的一般资料见表
'

"两组护士的年龄%学历等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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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护士的一般资料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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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护士培训后考核结果比较

组别
! .(

分及以上
.)

$

.!

分
%)

$

%.

分
%)

分以下 平均得分 及格率*

_

+

观察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方法
!

两组护士均集中培训
#*

"对照组由培训老师授

课!先由老师示范!然后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操作训练!然后进行

考核"观察组则严格按照美国心脏协会*

5;78,B51D758:500+2

B,5:,+1

!

3[3

+的课程安排!先由老师分段播放
3[3

心肺复苏

培训课件!同时老师穿插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及操作方法!在

讲授的同时让学员一边观摩操作要领!一边在模拟人上分段进

行实作练习!最后由老师进行完整的操作示范并进行训练!训

练完后接受培训老师考核(

!

)

"

!-#

!

评价标准
!

两组护士培训后均由
#

名考评专家按相同的

考评标准进行考核"采取以下评估程序(

(

)进行考核分项评分&

*

'

+操作前评估%动作的准确度%熟练程度及流畅性等方面进行

评分,*

$

+对操作总体评价,*

#

+对护士整体素质进行评分"最

后
#

名考评专家汇总考核意见!得出最终评分"

.(

$

'))

分为

优!

.)

$

.!

分为良!

%)

$

%.

分为合格!

%)

分以下为不合格"

"

!

结
!!

果

两组护士培训后考核结果比较见表
$

"

#

!

讨
!!

论

临床护士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心搏呼吸骤停的患者!能否

迅速%有效地实施心肺复苏技术是复苏成功的关键"正确%熟

练地掌握心肺复苏技术是一名临床护士应具备的最基本技能"

有了这个基本技能!在临床上才能够对心搏%呼吸骤停的患者

进行争分夺秒地抢救!才可以有效地提高心肺复苏成功率"越

早抢救!复苏成功率就越高(

&

)

"刚参加工作的护士!年龄小!学

历高!接受能力强!但因为新参加工作的护士毕业于不同的学

校!学到的技术有不同的操作标准!一到临床就要马上面临实

际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操作规程,另外!由于新毕业护士临床

工作经验也不足!一到临床感觉面对很多护理操作时手足无

措!不能马上适应工作"培训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护士有助于提

高护士的整体素质(

"

)

"新护士参加临床工作后分派到各科室

无法安排统一时间培训!有的护士会觉得时间紧迫!有的科室

由于担心工作影响不能很好地让护士参加培训(

%

)

"本院将护

士统一集中起来培训!给所有护士一个统一的操作规程"经过

培训的护士能够很好地掌握心肺复苏技能!有利于临床工

作(

.

)

"随着临床心肺复苏技术的创立和发展!医院开展心肺复

苏技能培训已有
#)

余年的历史了"以前采用的传统讲授培训

方法逐渐也受到一些新颖的培训方法的挑战!比如通过多媒体

课件培训效果就明显好于传统讲授练习"本文结果显示&采用

多媒体及模拟人分段演示培训的护士心肺复苏技能考核评分

显著高于常规培训的护士"多媒体指导练习是一种新颖%可行

的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方法!其集图%文%声%像为一体!将教学内

容生动形象%直观地表现出来!给受培训的护士以多种感官上

的反复刺激!充分调动了受培训的护士多种获取知识的能力!

不但使她们加深了对培训知识的理解!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学习

兴趣,多媒体指导练习方法还明显地减少了指导教师重复示范

的劳动负担!也可弥补传统讲授练习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

制"采用多媒体及复苏模拟人分段演示培训方式可以使临床

护士更好地掌握心肺复苏技能!有利于提高临床护士的操作水

平!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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