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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开展优质护理前后护理综合质量比较
!

开展特色优

质护理服务#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提高了产科护理综

合质量和工作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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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

项 目
(

基础护理 病房管理 护理技能 健康宣教

开展前
02 '2

$

--&-/

&

'%

$

))&)/

&

'0

$

-2&2)

&

1%

$

00&00

&

开展后
(% (%

$

$%%&%%

&

(%

$

$%%&%%

&

(%

$

$%%&%%

&

/(

$

(/&/(

&

!

1

1$&)%% ''&-2% 1'&(21 2-&$/-

!

$

%&%$

$

%&%$

$

%&%$

$

%&%$

@&A

!

产科开展优质护理前后产科核心指标比较
!

转变了服务

理念#护理核心指标明显提升!$

$

&开设母婴护理专科护理门诊

及延伸护理服务#满足孕患者的个性化需求#提升了服务内涵*

$

1

&从入院到出院均由责任护士包干制护理#提供连续性的)无

缝隙的护理服务#确保患者在医院得到安全舒适的护理*$

'

&

落实责任制护理#主动巡视病房观察病情#若发现患者异常情

况或重要病情变化时#填写-临床护士责任包干落实工作亮点

报告单.#经医院护理部质控组讨论后给予不同的奖励#避免和

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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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开展优质护理前后产科核心指标比较

项目 开展前 开展后
!

平均住院日
/ 0&-

$

%&%2

不良事件
2 1&%

$

%&%2

母婴护理门诊
% $$12&%

$

%&%2

临床护士责任包干落实工作亮点报告
% '2&%

$

%&%2

@&B

!

医护配合默契情况
!

$

$

&开展责任组长竞聘上岗#使医疗

和护理分管患者一致#由医)护分开管理转变为医护小组共同

管理#保持沟通一致性#避免因沟通不一致引起的医患纠纷*

$

1

&通过
F5:76

模式交接班#避免了因交接不清引起不良事件

的发生*$

'

&开展医护联合体查房#提高了护士的理论知识和

护理技术操作水平#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

A

!

讨
!!

论

由于产科患者较为特殊及家属照顾流动性#如何得到认

可#护士应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精湛的技能及较强的沟通能

力#并制订切实可行的健康教育处方#既可规范护理人员健康

教育行为与方式'

/

(

#又能确保服务质量*因此#优质护理是一

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举措#需要不断探索和丰富服务内涵*

本院系卫生部重点联系医院之一#如何开展和推进优质护

理的实施#需要引入新理念)新方法及持续改进护理工作#才能

顺应时代的需要和满足患者的需求*我院通过实施责任制护

理)开展+品管圈,活动)-临床护士责任包干落实工作亮点报

告.及双班责任制整体护理等#为患者提供连续性的)无缝隙的

护理服务#确保在夜间)节假日薄弱环节的护理安全#减少和避

免了不良事件的发生#使产科护理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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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黑变病$

G#H9>g+<H>N,"+#+

&是一种皮肤色素增多性疾

病#临床表现为面颈部的褐色或蓝灰色网状色素沉着斑*本病

病因及发病机理尚不十分清晰#截至目前#医学方面一般从光

敏刺激)自身免疫)遗传基因)神经化学等方面展开研究#在病

因病理)临床治疗方面报道较多#与本病相关的心理问题及护

理对策报道并不多见*笔者通过收集资料#对皮肤科黑变病患

者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尤其通过利用责任制整体

护理模式给予该类患者特殊的心理干预#在疗效上取得显著进

展#现将研究结果与同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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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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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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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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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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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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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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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黑变病患者临床症状自评量表
5?3.(%

结果%

B 7̀

&分(

组别
(

躯体化 强迫症状 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症状

常模组
)2% $&'/̀ %&0%$&20̀ %&2%$&)'̀ %&2%$&2$̀ %&)%$&'-̀ %&0%$&0)̀ %&)%$&$)̀ %&'%$&0%̀ %&'%$&1%̀ %&'%

实验组
11 $&0-̀ %&2%$&)'̀ %&)%$&-0̀ %&)%$&))̀ %&'%$&0$̀ %&2%$&2(̀ %&-%$&')̀ %&$%$&2%̀ %&$%$&'%̀ %&2%

有心理应激者
$0 $&2$̀ %&1($&-0̀ %&02$&2$̀ %&01$&2-̀ %&2%$&'2̀ %&)%$&21̀ %&0%$&1$̀ %&'%$&0%̀ %&$%$&1%̀ %&-%

无心理应激者
/ $&00̀ %&2$$&)'̀ %&0-$&0'̀ %&2%$&0'̀ %&-%$&1(̀ %&-%$&0%̀ %&'%$&$)̀ %&2%$&1%̀ %&2%$&$%̀ %&)%

3 $&2- 1&%) '&%( '&%$ 2&%/ 1&$1 '&%) $&)- $&--

!

%

%&%2

$

%&%2

$

%&%$

$

%&%$

$

%&%$

$

%&%2

$

%&%2

%

%&%2

%

%&%2

$

'(&'̀ 1&$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病程
$

个月至
$1

年*

其中有明确精神创伤史者
)

例#可疑应用化妆品所致疾病者
-

例#予斑贴试验$自带化妆品&#有职业接触史者
(

例*就诊前

应用过中药或外用药治疗但效果不理想患者
$'

例*患者自发

病以来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能够积极配合医

师完成自评量表的调查填写*

?&@

!

方法

?&@&?

!

评价方法
!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5?3.(%

对皮肤黑变病

患者的心理)社会状态进行评价'

$

(

#其结果与常模对照*

?&@&@

!

护理方法
!

在传统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保持患者按时

用药#生命体征平稳#正常活动#皮肤及环境清洁#建立正常的

人际关系*利用责任制整体护理给予实验组患者提供特殊的

心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

&首先全面评估此类患者的健康

认知水平#了解各个年龄阶段患者的心理)社会需要#根据患者

各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相应的护理)治疗目标和计划*其

次#定期组织开设健康讲座#帮助患者了解该病起因)病程及预

后情况#正确认识该类疾病#让患者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提高

对治疗措施的依从性和预后的信心*$

1

&针对那些对治疗过

程及预后情况产生顾虑的患者#需要从根本上找到患者顾虑的

原因#再针对性地用真挚的情感和体贴的语言与患者沟通交

流#采用换位思考的模式#鼓励此类患者充分表达内心情感#医

护人员争做患者的心理顾问兼健康咨询师#通过交流沟通减轻

该病患者的心理负担#提升心理适应及承受能力#降低其焦虑

恐惧的心理状况'

1

(

*$

'

&借助社会的支持力量#如家人)亲朋好

友等#周围人投以关切的目光#以尊重友好的态度与之说话聊

天#微笑致意#此类病人便会倍感亲情及友情的关爱#有助于患

者解脱自我封闭的状态#从而变得开朗乐观起来*家人)亲朋

的情感支持与有效帮助能够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其对治

疗的依从性*$

0

&建立随访制度#督促家人按照心理学家马斯

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从低到高满足该病患者各层次需要#使其

生活)工作愉快充实*例如!积极调解此类患者的日常生活#早

睡早起#坚持锻炼*在饮食方面#既要做到营养丰富#有利于消

化吸收#还要做到可口美味#乐于进食*日常积极安排一些趣

味活动#如娱乐)聊天等#丰富病患的业余生活'

'

(

*此外#要求

病患应避免再接触致病物#加强个人卫生#尽可能地减少日光

直接暴晒#少吃刺激性食物#如辛辣)咖啡)烟)酒等#生活要有

规律#尽量避免情绪的过大波动'

0

(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455$(&%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B 7̀

表示#采用
3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1 检

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皮肤黑变病患者临床症状评价结果
!

在心理)社会方面#

11

例作为样本的患者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因子方面

与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在敌对情绪)

恐怖)强迫症状等方面与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综合比较#皮肤黑变病患者中有心理应激的病例较无

心理应激者差异更为显著#见表
$

*

@&@

!

护理结果
!

治疗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敏感)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及康复时间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见表
1

*

表
1

!!

两组患者不良情绪及康复时间评分%

B 7̀

&分(

组别
(

不良情绪 康复时间

常模组
)2% 1/&/̀ '&$ 2&/̀ '&1

实验组
11 10&'̀ 1&1 0&'̀ 1&(

3 $$&(/ 1&%(

!

$

%&%2

$

%&%2

A

!

讨
!!

论

A&?

!

皮肤黑变病患者的心理问题
!

本研究结果显示#皮肤黑

变病患者在心理社会方面存在敏感)焦虑)抑郁)敌对)恐怖)强

迫等问题#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利用责任制整体护理给予患

者提供特殊的心理干预#在疗效上取得显著进展#有促进患者

康复的作用*由于该类疾病的病变部位多是在暴露区域#影响

外在形象及社交#给周围人留下一种难看)可怕的印象#使之产

生自卑感%不愿参加社会活动#逐步缩小活动圈子#形成自我封

闭#既影响外出学习和工作#也迫使周围人际关系发生显著变

化#影响到婚恋以及家庭生活*因曾历经多次)多种方法治疗#

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导致其对医疗上的新技术)新方法缺乏

信心#易产生沮丧)焦虑等情绪#若皮肤黑变病患者较长时间处

于周围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的心理状态#自体神经细胞)免

疫功能都会直接受到影响'

2

(

#所以#对该病患者心理健康方面

的关注较单纯地进行生理治疗更有效果和优势*实际上#皮肤

黑变病患者的心理)情绪障碍同其他类疾病导致的情绪问题基

本上没有本质区别#多数与多巴胺和中枢
2.

羟色胺递质及代

谢产物相关'

)

(

*护理中采用多方面心理疏导#使患者的心理健

康状况及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且优势显著*

A&@

!

心理社会因素在治疗)护理中的意义
!

由于环境)压力及

生活方式的影响#周围人群中皮肤黑变病患者并不罕见#且以女

性居多#对病人身心及生活)工作造成巨大影响*中医认为#皮

肤黑变病病变主要在肾)肺#病因为六淫侵袭面部'

-

(

*本研究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给予大剂量的维生素
?

抗氧化)提供

巯基及辅助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陈捷等'

/

(报道的

1%

例职业性黑变病临床观察结果相符*但治疗
'

年后随访仍

有部分患者色素沉着未完全消失#可见该病疗效具有不确定性#

康复较慢#且不同的心理状况影响治疗效果*个体越是担心治

不好#病程长#花钱多#长期焦虑则适得其反#越是难以治愈*因

此#在治疗中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及社会生活因素#利用责任制

整体护理模式对患者身心提供全方位护理#可解除患者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对治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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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糖输出#以便能够满足机体外周组织基础糖利用#避免夜间

发生低血糖'

$%.$$

(

*餐时大剂量输注和餐后及时进行追加能有

效降低餐后高血糖#使得血糖水平保持平稳下降#有效避免了

B5FF

因短期内剂量调整所导致的低血糖现象的增加*

B5FF

治疗方案在输注时部位固定#因此#胰岛素吸收准确平稳#不会

产生胰岛素皮下+储存池,现象#亦大大缩短了胰岛素的+起效

延迟时间,#有效避免了患者运动后胰岛素在机体内快速吸收

的危险性#降低低血糖发生率'

$1

(

*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已经在临床取得了一定的应用#它

可以快捷)全面的反应患者全天血糖变化#应用
?NGH>#,V

管理

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显示血糖变化的规律#从而指

导临床医师精确的调控患者血糖水平*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

统是目前对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血糖监测最佳的方法#能增

加患者治疗依从性#提高疗效'

$'.$0

(

*

本研究中#观察组应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及胰岛素

泵#治疗
$

周后#两组全天血糖谱均出现改善#但观察组患者全

天血糖谱明显低于对照组$

!

$

%&%2

&*且治疗后#观察组空腹

及餐后
19?

肽升高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血糖达标时

间)全天血糖波动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ZDB7.F6F

下降幅度

高于对照组#说明在应用胰岛素泵的同时#应用实时动态血糖

监测系统可以对血糖控制水平进行良好的监测#从而指导临床

医师调整用药量及方法*

综上所述#实时动态血糖监测联合胰岛素泵治疗
@1WB

#

对血糖控制效果好#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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