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杜姗菱$

&%(?/

#!本科!主管护师!主要从事传染病护理管理(临床带教(教学(药物临床试验研究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等工作%

#临床护理#

""

\;S

'

&!"#%?%

&

c

"SPPI"&?(&-$#0$")!&5")("!5&

肺结核患者营养状况的针对性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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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呼吸系统传染性疾病!近些年来其发病率亦

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

*

%根据我国
)!&!

年肺结核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肺结核发病数一直居于甲乙类传染病的前
#

位)

)

*

%

我国有近半数的人口曾感染过结核杆菌!其中!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约
05!

万!有
&5!

万患者痰涂片阳性!我国患者数在全球

排名第
)

!仅次于印度!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公

共卫生问题)

#

*

%结核病本身就是属于慢性消耗性疾病!患有结

核病的患者往往处于一种营养较差的状态!由于细胞介导的免

疫功能低下!单用抗结核药物治疗疗效差甚至无效)

0

*

%另一方

面!结核病的发病与机体的营养状态有关!存在着双向关系!结

核病患者病情越重!其营养状况就越差)

5

*

%同时研究发现!本

病营养不良发生的原因与各种营养素的需要量增加有关)

?

*

%

因此!根据患者的营养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对患者

的治疗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作者通过对肺结核患者的

营养状态及影响营养状况的相关因素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并

进行效果评价!以期为肺结核的护理提供多方面理论支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海南省人民医

院传染病医院收治确诊的肺结核患者共
&)!

例为研究对象!符

合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肺结核病诊断和治疗指南.诊断

标准)

(

*

%

&)!

例患者年龄
&0

#

?$

岁!平均$

0)"#1)$"?

#岁%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试验组
?!

例!男
)$

例!女
#)

例!

年龄
&0

#

?$

岁!平均$

0)"#1)$"?

#岁"对照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1)$"#

#岁%患者入院
0$

Q

内进行营养综合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营养正常者
&)

例$

)!"!!F

#!营养不良者
0$

例$

$!"!!F

#%对照组营养正常

者
&5

例$

)5"!!F

#!营养不良者
05

例$

(5"!!F

#%两组患者的

性别(年龄(营养状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

&

#年龄
&0

#

(!

岁"$

)

#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

者!均合并空洞!且直径大于
)J:

!痰结核菌涂片均呈阳性"

$

#

#对本研究知情!并配合调查和护理干预"$

0

#可以坚持随访%

排除或剔除标准'$

&

#耐多药肺结核"$

)

#未能坚持规范抗结核

治疗者"$

#

#语言(意识障碍或无法沟通者"$

0

#最近
&

年内有酗

酒或吸毒史"$

5

#对抗结核药有过敏史!或过敏体质者"$

?

#合并

糖尿病(高血压病(肝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基础病"$

(

#观察

期间出现肝肾功能异常者"$

$

#住院时间小于
&!\

%质量控制'

指定护士统一参加培训!使用统一问卷调查表!完善相关入院

检查!以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再由护理质控员专人复核后录

入患者信息库!护士长进行核对%

#"!

"

方法
"

两组均由责任护士采取常规的护理方法!对照组

按照医院膳食医嘱及个人日常饮食习惯!试验组全程进行饮食

护理干预!两组患者
#

个月后回访!再次对其进行营养状况综

合评价%试验组实施以下护理干预'$

&

#参照-中国居民膳食营

养素参考摄入量.并结合肺结核患者营养评价指数!确保患者

每日按每千克体质量补充蛋白质
&"5

#

)"!

C

!热量
0!

#

5!

Ĵ=<

!并补充维生素
75!!!DG

!维生素
+5!!DG

!维生素
A

&

#"!

#

5"!:

C

!维生素
A

)

&"5

#

)"!:

C

!维生素
.)!!"!

#

#!!"!

:

C

!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每日至少
)!!!:,

以上%$

)

#为了

保证每日膳食营养素的摄入量!指定
#

名经过营养师培训后有

丰富临床经验(善于沟通(责任心强的主管护师来负责!其中护

理质控员担任组长%采用一对一宣教和集体教育方法相结合!

全程指导监督患者的饮食摄入量%$

#

#护理质控员从患者入院

第
#

天根据自制的健康教育路径表评价患者膳食摄入营养素

和饮食知识知晓程度!并进行补充!护士长检查把关%$

0

#病房

内电视每天定时播放自行录制的一套用海南话和普通话讲解

的饮食指导视频!并向肺结核病患者发放图文并茂的饮食教育

处方!使患者知晓膳食中摄入的营养素!易于接受%$

5

#集体教

育以讲解服用抗结核药中饮食管理的重要性!并邀请家属参

加!通过与患者及家属互动!提高他们知晓食物的重要性!并进

行烹调培训!掌握结核病在饮食中与抗结核药物的禁忌及注意

事项%$

?

#患者出院后延续饮食护理!每周对肺结核患者进行

电话随访!跟踪患者营养及进食情况!将随访情况录入随访监

督表%

#""

"

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

本次研究使用
427

评价法和实

验室检查指标综合营养评价方法%

427

包括
0

个方面共
&$

项相关问题组成!$

&

#人体测量评定'体质量指数$

A4D

#(上臂

中点围$

7.

#(小腿围(近
#

个月体质量丢失"$

)

#总体评价'患

者是否独居(每日服用
#

种药物(活动能力等"$

#

#膳食评定'每

餐食用几顿正餐(摄食方式等"$

0

#主观评定'是否认为自己有

任何营养问题(健康状况如何等%

427

分级标准'

$

)0"!

分!

表示营养良好"

&("!

#

)0"!

分表示潜在营养不良"

!

&("!

分!

表示营养不良)

$

*

%实验室指标包括
*>

(

UA.

(血清总蛋白

$

@3B

#(血清清蛋白$

7,A

#(淋巴细胞百分比$

,Y4

#等!同时

观察两组患者空洞闭合与痰菌转阴情况%

#"$

"

统计学处理
"

选用
@B@@)!"!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1$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或者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
"

) 检验%以
*

'!"!5

作为检验标准!以
!

!

!"!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遵医行为对比
"

两组患者均按随访窗口$

#

个月
1

(\

#回访!随访有效率为
&!!"!!F

%

#$$#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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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饮食护理与营养状况的关系
"

干预
#

个月后!试验

组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

"

营养状况比较
"

干预后!试验组
?!

例患者中
A4D

和

*>

(

UA.

(

7,A

等综合营养评价指标均得到了显著改善$

!

!

!"!5

#!对照组指标虽有所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

"

空洞闭合与痰菌转阴情况
"

入院干预
#

个月后!观察组

患者的空洞闭合率及痰菌转阴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两组干预前后
427

评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 !

试验组
?! &0"$#1&"(# )5"(%1)"0# )"#$&

!

!"!5

对照组
?! &#"?$1&"5# )!"#(1)"!# #")(0

!

!"!5

( !"#$) &"#%0

!

$

!"!5

!

!"!5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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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
A4D

和实验室指标的比较表!

#1$

(

%'?!

"

组别 时间
A4D *>

$

C

&

,

#

,Y4

$

e&!

%

&

,

#

UA.

$

e&!

&)

&

,

#

7,A

$

C

&

,

#

@3B

$

C

&

,

#

试验组 干预前
&?"!01#"(( &)$"#!1&&"(? &"!?1!")$ 0"#01!"&# #$"$01#")5 5$"#$1#")?

干预后
))"#%10"0#=> &#%")$1&5"?%

=>

)"(#1&"!) 0"$?1!"))

=>

0$"(?10")?

=>

(!"#(10"?0

=>

对照组 干预前
&?"%$1#"?$ &)("(?1&!"?5 &"!%1!"0) 0"0$1!"&# #$")(10"(0 5$"0(1?")?

干预后
&$"#(10"&# &#!"?$1&#"#& &"&?1!"$0 0"5)1!"&0 0&"$5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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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

'

!

!

!"!5

!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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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空洞闭合与痰菌转阴情况%

%

!

F

"&

组别
%

空洞闭合 痰菌转阴

试验组
?! &?

$

)?"?(

#

?!

$

&!!"!!

#

对照组
?! 5

$

$"##

#

0?

$

(?"?(

#

"

)

?"5## &5"$0%

!

!

!"!5

!

!"!5

"

"

讨
""

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肺结核患者膳

食的摄入有了较多选择!但调查发现!肺结核患者大多数伴有

营养不良!主要是患者对自身所需营养素的认识仍存在误区!

过于注意忌口!选择食物的品种单一!进食量少!膳食摄入量明

显不足%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入组时!试验组和对照组

427

评分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而
#

个月后!两

组患者的
427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但试验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且
A4D

和
*>

(

UA.

(

7,A

等营养指标均得到了显著改

善$

!

!

!"!5

#%这个结果与护理干预密切相关'$

&

#由于干预

人员经过了营养知识培训!确保患者严格按研究方案进行营养

物质的补充"$

)

#健康教育除了护理干预人员与患者一对一沟

通(指导外!还通过电视播放!其中应用地方语言!使患者及家

属易懂(易接受"$

#

#在护理干预过程中!提高了患者对营养在

治疗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乐于接受营养素!按研究方案提供的

膳食%

特别指出的是通过本临床研究发现!干预
#

个月后!试验

组患者的空洞闭合率及痰菌转阴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由此可见!通过营养针对性护理

干预措施!不仅患者的营养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对患者的治

疗效果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针对肺结核患者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营养

指导!根据个体差异采用多种形式开展饮食护理和健康教育工

作!教会患者学会科学饮食!并主动配合!鼓励患者家属参与!

充分发挥患者家属的支持作用%患者出院后采取延续性护理

服务!及时解决患者营养不良的相关问题!从而督促患者合理

进行饮食治疗!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促进病情早日康复%同时

也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树立医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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