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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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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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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高速交通工具的广泛应

用*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灾害的频繁发生以及各种

快速*刺激性的娱乐活动的出现#脑外伤$

"Q]

%的发病率居创

伤的首位#或仅次于四肢骨折#占全身各部位创伤的
6P

!

0$P

'

$

(

)不仅对躯体造成极大危害#而且还会产生各种情绪障

碍#其中最常见的情绪障碍为抑郁)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报道#

"Q]

后抑郁的发病率约占
"Q]

患者总数的
5'P

!

%'P

#对其

临床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均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给家庭乃至

社会带来负担'

0:.

(

)作者于
0'$$

年
&

月对患者采用家庭支持

性心理干预的疗法#改善
"Q]

后患者的抑郁状况#以辅助临床

治疗#促进脑损伤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

!

对象与方法

@1@

!

研究对象
!

连续性纳入
0'$$

年
&

月至
0'$$

年
6

月#辽

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符合标准的
"Q]

后抑郁患者

%'

例)患者纳入标准!$

$

%均有明确的头部外伤史#并经头颅

-"

或
!)]

检查确诊的颅脑损伤患者&$

0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Z#!R

%评分大于或等于
0'

分&$

5

%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

能理解调查问卷内容&$

.

%伤前智商正常#没有生活能力及社会

功能缺陷&$

%

%无其他妨碍心理测试的疾病&$

/

%不合并其他严

重脏器损伤&$

&

%伤后
0

!

5

周且知情同意愿意参加的颅脑损伤

患者)患者的排除标准!$

$

%既往有颅脑损伤史及脑血管意外

史或其他颅内占位性病变等&$

0

%外伤后昏迷时间超过
/A

或

格拉斯哥评分$

a-,

%

)

;

分#存在意识障碍无法配合者&$

5

%外

伤时年龄小于
$'

岁或者大于
/'

岁&$

.

%既往有精神病个人史

或家族史*痴呆*吸毒和嗜酒史)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试验组及对照组)试验组患者
0%

例#其中#男
$6

例#女
/

例&

颅骨骨折
/

例#硬脑膜外血肿
.

例#硬膜下血肿
%

例#脑挫裂伤

6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

例)对照组患者
0%

例#其中#男
$6

例#女
/

例&颅骨骨折
%

例#硬脑膜下血肿
5

例#硬脑膜外血肿
/

例#脑挫裂伤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

例)

0

组患者一般情况

及病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

@1A

!

干预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医院常规治疗和常规护理#

试验组则在上述基础上辅以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

@1A1@

!

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的方法和内容

@1A1@1@

!

对患者家属进行集中讲座和个体针对性指导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教育
!

由
0

名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并有一定的心理

学知识的医师对患者家属进行相关知识和应对技能等方面的

讲座)前一个月每周给患者家属做一次集中知识讲座#试验期

间随时进行个体针对性指导#试验组出院后继续进行家庭支持

性心理干预)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宣教#出院后仅在门诊随

访#相应措施均持续到患者病程满
5

个月时完成)

@1A1@1A

!

患者家属认知教育
!

$

$

%脑外伤后的康复是一个漫

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大部分康复时间是在家中渡过#家庭作

为患者的重要支持系统#使患者和家属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关

系#对患者的身体康复起着重要的作用&$

0

%相关知识的宣教#

颅脑损伤后出现抑郁的原因#抑郁情绪的表现#怎么观察识别

症状#支持性心理干预的理论基础及实施技巧)针对疾病及其

预后*适应角色转变*应对不良生活事件*培养兴趣爱好*改善

睡眠质量*建立良好家庭关系*增加日常生活活动*增加人际交

往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结合患者自身特点应用支持性心理干

预技巧进行干预'

%

(

)干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根据需要随时

进行调整)

@1A1@1B

!

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要点
!

$

$

%倾听!耐心倾听患者

宣泄#宣泄即允许患者把压抑的情绪尽可能无顾忌无保留地流

露出来)患者将积累在内心不为人知的烦恼*苦闷*愤怒*自卑

等情绪说出来#而且有一个愿意并善于倾听的人#本身就是患

者疏泄负性情绪的一部分)倾听的基本要求是患者家属能够

在投情的水平上来听患者的倾诉)投情的要求有多个层面!

.

患者家属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即真的关心并愿意帮助患者&

/

用心倾听#即在交谈过程中或肢体语言交流过程中去体会*感

受当事人的内心世界#进入患者的内心世界&

0

以语言准确的

表达对患者内心世界的理解&

1

引导患者对其感受作进一步的

思考'

/

(

)$

0

%支持和鼓励!支持就是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家庭的

关心#有人在帮助他共同应付困境#重点就是让患者感觉到有

同盟军在与他并肩战斗#他不再孤独#不再是孤军奋战#帮助患

者重建自信#增强归属感)而鼓励是家属对患者的发现*赏识#

是揭示他自己不自觉的有点长处和治疗过程中取得的点滴成

绩与进步)只有当患者家属心里很明确患者想达到的目标是

什么#鼓励才是有效的)$

5

%解释指导!患者家属要提供正确的

知识#纠正错误的想法#解除烦恼的来源)指导是家属对患者

提出行动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解决问题)指导应该根据具体

的问题并结合患者的情况而定)$

.

%培养信心和希望!帮助患

者培养希望#让患者有信心与动机去处理自己面对的困难)指

出患者具有的长处#问题的可解决性#可许诺提供帮助支持#共

同去处理问题#这样患者就能感到生机的存在#产生动机去尝

试)$

%

%疏泄!发现抑郁情绪的存在及时给予疏泄)包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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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心理特点*文化程度*爱好#积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放

松训练及音乐治疗)鼓励患者做一些自己感兴趣但没有危害

的事情)另外#多吃些富含维生素
Q

和氨基酸的食物#如肉

类*蛋类*牡蛎*奶*大豆*谷类*花生*核桃等)

@1A1@1C

!

检查
!

每次集中讲座培训之后都会以简单提问的方

式检查一下患者家属是否掌握了干预要领#能否运用支持心理

干预的基本方法解决患者的具体问题#根据掌握情况及时进行

强化指导)

@1A1A

!

研究工具
!

$

$

%一般资料表!包括患者姓名*年龄*性

别*文化程度*职业*受伤原因*病程*是否手术)$

0

%评估患者

的抑郁状况!用由
Z@(4H>39

于
$6/'

年编制#是临床上评定抑

郁状态时应用最为普遍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Z#!R

#

0.

项版

本%评分#将上述各项分值进行累加#如总分小于
;

分表示无抑

郁#

;

!

0'

分表示可能有抑郁#

%

0'

!

5%

分表示肯定有抑郁#大

于
5%

分表示重度抑郁&将患者干预
5

个月后的
Z#!R

减分率

作为临床疗效判定指标#如
Z#!R

减分率大于或等于
&%P

为

临床痊愈#

%'P

!$

&%P

为显效#

0%P

!$

%'P

为有效#小于

0%P

为无效)$

5

%生活质量指数量表$

V̂:]92=B

%由
,

C

4>N=D

在

$6;$

设计#该量表包括
%

个方面!活动*日常生活*健康*支持

和总体情况#每个项目分
'

*

$

*

0

三个强度)根据患者的当前情

况#逐项选择最合适的一栏#并把相应的分数记录下来)总分

介于
'

!

$'

#高分者生活质量好于低分者)

@1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1'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0 检验#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其
Z#!R

评分及
V̂:]*RUh

评分均比

较接近#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两组患者分别经
5

个月治疗后#发现各组患者上述指标均

较治疗前有一定程度改善$

!

$

'1'%

%&进一步分析发现#试验

组上述指标的改善幅度相对较显著#其
Z#!R

评分和
V̂:

]*RUh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且

试验组的临床疗效也显著优于对照组#具体数据见表
$

!

5

)

表
$

!!

两组患者
Z#!R

评分比较&

(b?

$

$f0%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1.'b%10; $6160b51%6

"

试验组
5%1/;b51;& 61&/b0160

"*

!!

"

!

!

$

'1'%

#与治疗前比较&

*

!

!

$

'1'%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表
0

!!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V̂:]92=B

评分比较&

(b?

$

$f0%

'

组别 时间 运动 日常生活 健康 支持 总体情况 总分

对照组 治疗前
'1/;b'1.; '1&/b'1.. $1';b'10& $1/.b'1%& '160b'1.' %1$0b$1%$

治疗后
$1/.b'1.6

"

$1%/b'1%$

"

$1&/b'1..

"

$1/;b'1.;

"

$1;.b'15;

"

;1.'b$1%'

"

试验组 治疗前
'1/;b'1.; '1;'b'1.$ '16/b'10' $1&0b'1./ $1''b'10; %10'b'1;0

治疗后
$160b'10;

"*

$1;.b'15;

"*

$16/b'10'

"*

$160b'10;

"*

01''b'10'

"*

61%0b'160

"*

!!

"

!

!

$

'1'%

#与治疗前比较&

*

!

!

$

'1'%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表
5

!!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f0%

'

组别
临床疗效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 $6 / '

试验组
6 $/ ' '

B

!

讨
!!

论

文献报道脑外伤出院回归社会后最常见的社会和医疗问

题都是心理抑郁#后者不仅影响患者的工作*就业和学习#严重

者还危及到其生活质量和日常生活能力#甚至还包括疾病的预

后和远期疗效'

&

(

)患者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睡眠障碍*反应

迟滞及绝望等#严重影响患者认知*言语功能及家庭*社会能力

的恢复#可影响躯体障碍的恢复&同时由于患者失去或减少对

前途的信心#丧失主动康复的动力#配合治疗的主动性较差#表

现为精神运动性抑制#肢体运动减少#脑及全身血流相对缓慢#

不利于脑部病灶部位侧支循环建立#导致康复疗效不理想#进

一步加重了患者的生理及心理负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

质量'

;

(

)

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的主要特点是提供支持#善于利用患

者的潜在资源与能力#合理结合熟悉情境#协助患者渡过危机#

以较有效的方式去面对困难和应对挫折'

6

(

)本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后
5

个月#试验组和对照组
Z#!R

评分都低于干预前#

但试验组
Z#!R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

$

'1'%

%#试验组临

床痊愈
6

例#

$/

例抑郁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对照组没有
$

例达

到临床痊愈#显著提高
$6

例#

/

例有一定提高&同样试验组干

预
5

个月后
V̂:]92=B

评分显著高于同期对照组$

!

$

'1'%

%#

说明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可以明显缓解
"Q]

患者的抑郁情

绪#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脑外伤后抑郁障碍发病率很高#但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医

生对此病的认识不足#识别率和专科治疗率很低'

$'

(

#临床工作

者在颅脑损伤患者的治疗中#通常多注重于意识状态及肢体运

动功能的恢复#而对抑郁等情绪障碍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诊断处

理技能)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单纯的外科治疗并不能使患者的

社会功能完全恢复#适当的心理干预有利于预防创伤后心理障

碍的发生'

$$

(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理念也在不断发展#

其中心是服务思想的转变#护理由以疾病为中心的功能制转变

为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化整体护理#护理工作的服务内涵发生

了改变#护理工作不仅是打针发药#更多的是患者的心理护理#

以及与疾病相关知识的传播等)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卫生

人力失衡,现象#中国护理人力资源也十分短缺'

$0

(

&而家庭是

患者的主要支持系统#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具有缓解抑郁和直

接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的作用'

$5

(

)家庭支持与生存

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既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又减轻患者精神压力#有利于患者身心康复#具有一定的临

床意义)

V=8K=

'

$.

(指出患者家属参与护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

抑郁*恐惧等心理#并有助于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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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抑郁症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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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护理人员配置与患者对护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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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不同学历实习护士糖尿病健康教育效果比较"

徐蔚蔚!赵锡丽#

!刘小兰!蒋国萍!张
!

丽!戟
!

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
!

.'''$'

#

!!

234

!

$'156/6

"

7

148891$/&$:;5.;10'$010;1'%'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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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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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长)糖尿病

患者流动性较大#单纯药物治疗无法达最佳治疗效果#究其原

因与不能及时追踪随访有直接关系#而糖尿病健康教育作为糖

尿病三级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

(

#则充分地弥补了以上不足)

但是一成不变的健康教育不但无法优化治疗#反而致使患者对

治疗失去信心#严重影响治疗效果#提高健康教育质量对于治

疗至关重要)在临床工作中#除了带教老师外大量的实习护士

在健康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实习护士水平参差不齐#

导致健康教育质量也有差异)如何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全面*专

业及人性化的健康教育是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故本研究对比

不同学历层次实习护士健康教育效果#通过试验探求更优质的

健康教育)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将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初诊糖尿病

患者
$.&

例随机分为两组$本科组
/%

例*专科组
;0

例%#两组

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层次*收入水平及靶器官损害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1'%

%)两组患者分别由不同学历层次护

士进行健康教育!本科组由本科护士$

.0

人%进行健康教育&专

科组由大专护士$

%$

人%进行健康教育#见表
$

)

@1A

!

方法
!

两组患者给予相同的健康教育方案#讲解内容包

括!$

$

%糖尿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0

%糖尿病的综合

治疗原则!药物治疗*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

5

%糖尿病的自我监测方法*血糖仪的正确应用&$

.

%糖尿病饮

食*体育锻炼的原则及注意事项&$

%

%低血糖的诱因*临床表现*

预防措施和自救方法&$

/

%处理日常生活中应激的方法和如何

加强自我防护)将以上内容采用健康教育卡片*宣传栏*示范

训练*观看录像等方法#个人宣传*小组式宣教和座谈会等方

式)选择合适的时间#灵活运用文字*电子媒介等对患者分阶

段反复进行传授#注意与患者原有的知识相联系#形成完整的

糖尿病知识结构)

@1B

!

评价指标
!

护生方面!按照学校制定的临床毕业实习的

教学计划要求#安排在实习出科前一周对实习护生进行个人考

核评估和总体评估)考评由实习科室护士长*责任组长*带教

老师组成评估组#按不同学历护生临床实习教学要求#在基础

护理理论*基础护理操作*专科护理理论*专科护理操作*整体

护理和综合素质$工作责任心*分析解决问题*沟通交流能力%

/

个方面#由患者评分*护生自评*护生互评和带教老师评分)患

者方面!比较两组患者出院
5

个月后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
5

*

/

个月后的遵嘱治疗率*定期随访率*血糖

达标率*空腹
-

肽*

ZL#HG

*血脂及低血糖*酮症酸中毒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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