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T+TT!#$'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两组结果进行
6

检验#以
E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高原肺水肿患者中对照组焦虑分值明显高于干预组#经统

计学分析#二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5

&*见表
!

*

表
!

!!

护理干预对高原肺水肿患者焦虑状况影响的

!!!!!

比较$

Mg5

&

(a5'

%

组别 入院时平均分值 护理措施后平均分值

对照组
88$%g#$5 &5$!g&$#

干预组
8%$7g($& 5($"g($&

E

$

'$'!

%

'$'5

A

!

讨
!!

论

现代医学已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
3

心理
3

社会医学

模式#故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应重视心理因素对身心及疾病

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心理因素对高原肺水肿的发生'发展及转

归均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

53(

)

*高原肺水肿患者由于对疾病的

认识不足#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不能适应高原环境#易出现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高原环境引起机体出现一系列病

理'生理的应激反应#一旦发病#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易出现

对疾病的过度惧怕'担忧#对费用的担心以及对预后悲观的态

度#从而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

)

*因而#在临床治疗中必

须对其实施健康教育及护理干预(

83!!

)

*

高原肺水肿患者中普遍存在焦虑状况#从本研究结果可以

看出#在对照组中焦虑分值极其偏高#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后改

善并不明显*而未经治疗的焦虑可能延长住院时间及加重躯

体症状#因此正确评估焦虑及其程度#及时给予相应的处理是

非常必要的*本实验表明#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后#高原肺

水肿患者焦虑情绪的改善明显好于对照组#二者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

%

'$'5

&*因此#对于高原肺水肿患者实施护理干

预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从而降低心理异常对身心的危

害#提高高原肺水肿患者的医护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

治愈时间*目前的护理干预方法虽然有效#但效果尚不理想#

仍存在部分焦虑情绪#因此在工作中作者需要进一步找到一种

能基本消除焦虑心理对临床治疗影响的措施#或许心理辅导医

师在高原肺水肿治疗早期介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更专业的临

床心理干预治疗也许是消除焦虑心理对治疗影响的更有效的

方式*

在现代医学中生物
3

心理
3

社会医学模式要求医护人员#不

仅要重视身体疾病治疗#还要以减轻患者身心痛苦'提高生活

质量为目的进行心理治疗(

!"

)

*在本研究探讨的护理干预模式

中#重点运用心理疏导及行为干预措施治疗高原肺水肿患者#

收到了良好效果#具有临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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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访视对心脏介入患者焦虑及并发症的影响

李维群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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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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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

"

>

$=??@$!(&!38#%8$"'!"$!7$'%&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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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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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介入治疗已成为冠心病'心律失常行之有效的手段#

但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的心理因素会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出现#

增加了手术的危险度#影响预后#甚至威胁患者生命(

!

)

*患者

对心脏介入手术治疗感到恐惧#甚至怀疑手术的治疗效果#从

而导致术后抑郁'焦虑状态持续存在#甚至加重*术前和术后

存在抑郁焦虑不良情绪是增加冠心病患者中'远期并发症发生

的重要危险因素(

"

)

*通过术前访视#给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及讲

解介入相关知识#使患者对手术和麻醉有了初步认识#从而缓

解焦虑'恐惧心理#以最佳心理和生理状态迎接手术*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8

年
#

月至
"''7

年
7

月在本院行心脏介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入手术的
!78

例患者#其中冠状动脉造影
!%'

例#冠状动脉支

架手术
"8

例#人工心脏起搏器手术
#'

例*随机分为访视组和

对照组*访视组
77

例#男
57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5'

"

&"

岁*对照组
77

例#男
('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
%8

"

&'

岁*两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手术方式等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5

&*

?$@

!

方法

?$@$?

!

访视前评估患者
!

$

!

&术前访视一般选择在术前
!;

下午进行*$

"

&访视前认真阅读病历$包括现病史'既往史'过

敏史'手术史'专科情况'术前辅助检查'术前医嘱&#了解术前

准备是否完善%了解手术和麻醉方式及患者的基本情况等(

#

)

%

了解诊断'介入手术名称#化验阳性结果*

?$@$@

!

术前访视内容
!

访视尽量避开患者进食或进行其他治

疗的时间#访视时间应控制在
!'

"

!5F=@

为宜#并尽可能提供

安静舒适的访视环境#减少噪音*访视的具体内容#$

!

&针对手

术进行心理干预#耐心倾听并了解患者的想法'感受和需要#给

予心理健康知识的宣教#使其全面的认识#消除顾虑*$

"

&简要

介绍介入室的环境'手术的医疗设施#介绍手术医师的大概情

况*$

#

&介绍手术方法'过程#术中的体位和可能的不适及必要

的配合#同时告知患者整个手术过程始终处于清醒状态%同时

需要术前练习床上大'小便#减少术后排尿困难#指导患者床上

练习平移臀部的方法#以缓解由于腰部受力造成腰背疼痛%根

据访视记录单的内容认真作好记录#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

&

提前讲解术后注意事项#术后卧位及卧床时间#术后多饮水有

利于造影剂的排泄及术后穿刺处要加压包扎'肢体制动#沙袋

压迫的时间'目的#术后的用药要求*

?$A

!

检测指标
!

访视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是术后回病房第
!

天

发放焦虑评分表调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T2T

&对患者进行评

定(

%

)

%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B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采用
T+TT!7$'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E

%

'$'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访视组与对照组焦虑评分及并发症的比较见表
!

*访视

组焦虑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E

%

'$'5

&%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

E

%

'$'5

&*

表
!

!!

访视组与对照组焦虑评分及并发症的比较$

(a77

%

组别
焦虑评分

$分&

血管迷走神经反射

(

(

$

c

&)

穿刺处出血及

局部血肿(

(

$

c

&)

尿潴留

(

(

$

c

&)

访视组
#&$(&g($#" '

$

'

&

#

$

#

&

%

$

%

&

对照组
5#$!'g%$5! %

$

%

&

!'

$

!'

&

!"

$

!"

&

A

!

讨
!!

论

焦虑可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心肌耗氧增加(

5

)

*因此#

访视组通过系统规范的术前访视#评估患者焦虑情况#根据患

者的文化程度#运用直观的图片和现身说法#帮助其减少焦虑

心理*

介入术前访视时行心理护理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抑郁情

况#提高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使患者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正确对待手术#体现了临床工作的整体性(

(

)

*术前访视针对性

地给患者讲解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介入相关知识和技

能#在手术中默契配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中访视组较对照组穿刺处出血及局部血肿明显减

少#因术前访视将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及患者须与医务人员配合

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患者有了心理准备#减少了穿刺侧肢体

的活动#减少出血的发生*精神紧张是引起血管迷走神经反射

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因患者对手术认识不足#害怕疼痛'顾虑

疗效'畏惧死亡等*为此#作好充分地做好术前访视#才能消除

患者的精神紧张*本研究中访视组未发生
!

例迷走神经反射#

体现了术前访视的重要性*患者术后由于不习惯卧床排尿'惧

怕疼痛等原因引起尿潴留*访视组较对照组尿潴留明显减少*

说明访视组术前能得到访视者的正确指导#自己训练床上排便

可有效地减少尿潴留的发生*

心脏介入术前访视可明显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认知及明显

改善患者生理及心理状态#可大大提高患者的健康教育的认知

和依从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

)

*术前访视有利于增进护患之

间的沟通#可使患者感到被尊敬和关心#在心理上获得满足感

和安全感#以适应手术的需要#安静'顺利地接受手术(

8

)

*因

此#术前访视提供了与患者直接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不仅可以

协调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还有利于患者手术的顺

利进行和康复#有效地解除患者的焦虑#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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