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人文底蕴的时候#我们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

寻医学的目的#则不难理解#治疗$包括手术"护理%显然不总是

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和生

理身体的完整性-医患关系中#也不意味着我们只注重疾病过

程#更应该考虑患者的体验和意愿)

")

*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患

者及家属也参加到交流与沟通中来#最终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

系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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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一!化疗

仍是治疗癌症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化疗药物诸多不良反应#使

很多患者陷入对化疗治疗效果的期待与对其不良反应的恐惧

的&趋
/

避'心理冲突之中)

"

*

!有效的健康教育可以帮助患者和

家属正确认识化疗"增强对化疗的信心#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

*

!而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则是保障健康教育实施#获取

最佳健康教育效果#提高患者健康行为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

的健康教育只注重患者知识掌握程度#缺乏评价患者态度转变

及健康行为形成的指标)

,/%

*

!因此#本课题以&知"信"行'理论

为基础#构建了涵盖健康知识"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的化疗患

者健康教育评价标准#为护理管理者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健康教

育质量测评工具#同时也为临床护理实施化疗健康教育活动提

供了可靠的准则和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抽取重庆市各三级甲等医院的护理工作者

%"$

名!其中主任护师
$

名"副主任护师
*'

名"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护士
*',

名#年龄
*)

!

%%

岁!

?&@

"

方法

?&@&?

"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
"

自行设计认同性问卷调查表#内

容包括一般资料和评价标准指导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问题#

采用单向选择和开放式提问!要求护士对问卷中的每一项目

评分+

$

!

"

分分别表示&完全认同'"&比较认同'"&不认同'!

?&@&@

"

评价标准的初步构建
"

课题组成员通过查阅文献"参

照美国
R65:A;

护理评价分类系统和国际通用的
8̂G')))

质量

管理标准体系#以健康教育&知"信"行'理论为基础#初步拟定

评价标准草案!抽取某三级甲等医院
$

名护士对
*)

例化疗患

者进行预实验#通过对预实验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与修

改#如在&化疗知识'维度中增加了&休息与活动'条目等#并对

少数条目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调整#初步形成化疗患者健康教育

评价标准#包括
$

个维度"

,!

个条目!

采用专家评定法对评价标准的内容效度进行评定!选取

"*

名专家#均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年龄
$'

!

%*

岁#工作年

限
"'

!

$*

年!其中主任医师
*

名#副主任医师
*

名#主任护师

*

名#副主任护师
%

名#副教授
"

名!专家根据工作经验和对

专业的熟悉程度对评价标准的各条目逐一评分!采用
,

分制

评分法#

"

分为&非常不重要'#

*

分为&不重要'#

$

分为&重要'#

,

分为&非常重要'#并对是否需要添加条目内容等提出建议和

修改意见!最终形成
$

个维度"

,%

个条目的评价标准!

?&@&A

"

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A&?

"

效度检验
"

采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检验评价标准

的效度!选取参加两轮咨询的
"*

名专家进行评定#评估同样

分成
,

个等级#计算评价标准的内容效度指数$

0X̂

%!采用主

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
-

个$亚%维度$涵盖
,%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

!

表
"

""

-

个&亚'维度探索性因子分析

原量表维度
公因子

" * $ ,

健康知识维度

"

疾病知识
)&!"! Z)&%-% )&)-+ )&**$

"

化疗前检查
)&+), Z)&*)" Z)&)%! Z)&%%%

"

化疗知识
)&!-, )&"$! )&-"" )&),*

"

化疗不良反应预防及应对
)&!!* )&%-+ Z)&)%, )&)),

健康信念维度
)&*!$ )&+*- Z)&*++ )&"%)

健康行为维度
)&"!% Z)&)''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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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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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信度检验
"

用
05A;B6C9a

&

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抽取重庆市肿瘤医院乳腺科
-)

例患者进行预实验!整

个评价标准的
05A;B6C9a6

系数为
)&+-

!

$

个维度的
05A;B6C9a

&

系数为
)&!)

!

)&+'

!评定者间信度测定+随机抽取某三级甲等

医院肿瘤化疗科
*)

例化疗患者#选取
*

名护士长在同一天不同

时间段使用该评价标准#分别对相同的
*)

例化疗患者进行独立

评估#以检测评定者间信度!采用一致性检验方法进行分析!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T88"+&)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用
Af@

表示#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效度

@&?&?

"

内容效度
"

两轮共收到专家意见
"$

条和
,

条!根据

意见反馈#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如健康信念和行为部分增加

了&坚持完成化疗计划'和&正常的性生活'等!专家评定的各

条目的
0X̂

$

/̂0X̂

%值为
)&!+

!

"&))

#整个评价标准的
0X̂

$

8/

0X̂

%值为
)&''

!

@&?&@

"

结构效度
"

本研究的
]RG

验证值为
)&+)+

#

%

%

)&)"

#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析得到总解释度大于
')(

的
,

个公因子#其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

"

"-&-(

"

+&%(

和

-&!(

#累积解释变异量为
'"&+(

!绝大部分条目进入各自维

度范围#符合理论模型!

@&@

"

信度
"

整个评价标准的
05A;B6C9a

&

系数
)&+-

#

$

个维度

的
05A;B6C9a6

系数为
)&!)

!

)&+'

!评定者间信度的
]6

II

6

系

数均为
)&+)

!

"&))

$

%

%

)&)"

%!

@&A

"

评价标准的形成
"

通过护士的调查反馈"专家咨询"信度

和效度的测定#最终形成化疗患者健康教育评价标准#包括
$

个维度"

,%

个条目#见表
*

!

表
*

""

化疗健康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及综合指标权重

指标 评分$

Af@

% 变异系数 权重

健康知识
$&+$f)&$' )&") )&,)

"

疾病知识
$&+$f)&$' )&") )&*,

""

致病原因
$&,*f)&!' )&*$ )&**

""

临床表现
$&%)f)&+) )&*$ )&"+

""

病情进展
$&-!f)&,' )&"$ )&*-

""

危险因素
$&$$f)&!+ )&*$ )&""

""

治疗方法
$&-!f)&,' )&"$ )&*$

"

化疗前检查
$&!%f)&,% )&"* )&**

""

体格检查
$&$$f)&!+ )&*$ )&*+

""

三大常规
$&*%f)&!% )&*$ )&*,

""

心电图
$&*%f)&!% )&*$ )&"*

""

超声波检查
$&%+f)&-! )&"' )&)+

""

影像学检查
$&,*f)&!' )&*$ )&"*

""

病理检查
$&%+f)&-! )&"' )&"*

""

生化检查
$&%+f)&-! )&"' )&),

"

化疗知识
$&'*f)&*' )&)! )&$,

""

药物名称
$&$$f)&!+ )&*$ )&),

""

药物剂量
$&%)f)&+) )&*$ )&",

""

给药方式
$&,*f)&!' )&*$ )&*,

""

给药时间
$&*%f)&!% )&*$ )&"+

""

化疗药物作用及不良反应
$&+$f)&$' )&") )&)%

""

周期及疗程
$&,*f)&!' )&*$ )&)$

""

应急处理措施
$&-!f)&,' )&"$ )&"*

""

饮食
$&%)f)&+) )&*$ )&"*

""

休息与活动
$&,*f)&!' )&*$ )&)+

"

化疗药物不良反应的预防及应对
$&'*f)&*' )&)! )&*)

""

局部不良反应
$&'*f)&*' )&)! )&**

""

胃肠道不良反应
$&'*f)&*' )&)! )&),

续表
*

""

化疗健康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及综合指标权重

指标 评分$

Af@

% 变异系数 权重

""

骨髓抑制
$&'*f)&*' )&)! )&*-

""

心脏毒性
$&'*f)&*' )&)! )&"*

""

肝脏毒性
$&'*f)&*' )&)! )&")

""

肺毒性
$&'*f)&*' )&") )&)"

""

泌尿系统毒性
$&'*f)&*' )&)! )&)"

""

神经系统毒性
$&+$f)&$' )&") )&*)

""

其他$过敏性反应"脱发等%

$&'*f)&*' )&)! )&),

健康信念
$&'*f)&*' )&)! )&$,

"

能表达自感受
$&%+f)&-! )&"' )&)-

"

对化疗有信心
$&%)f)&+) )&*$ )&)+

"

对家属的依赖性
$&'*f)&*' )&)! )&)%

"

对医护人员依赖性
$&,*f)&!' )&*$ )&""

"

对出院后延伸服务信任感
$&,*f)&!' )&*$ )&)-

"

寻求减轻化疗不良反应方法的意愿
$&'*f)&*' )&)! )&",

"

寻求化疗后康复知识学习的意愿
$&+$f)&$' )&") )&*'

"

参与制订化疗后康复计划的意愿
$&+$f)&$' )&") )&*"

健康行为
$&'*f)&*' )&)! )&*-

"

坚持完成化疗计划
$&'*f)&*' )&)! )&*%

"

配合选择合理的血管通路
$&'*f)&*' )&)! )&"%

"

科学应对化疗不良反应
$&'*f)&*' )&)! )&"-

"

合理安排饮食"休息与活动
$&%)f)&+) )&*$ )&"-

"

保持情绪稳定与心情愉快
$&+$f)&$' )&") )&"$

"

生活能够自理
$&'*f)&*' )&)! )&)+

"

正常的性生活
$&+$f)&$' )&") )&)!

@&B

"

认同性问卷调查结果
"

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
''&,*(

!调查结果提示#

'+&-,(

认为评价标

准能有效提高健康教育质量#

'!&+-(

认为对临床健康教育有

指导性#

',&'$(

认为内容完整全面#

'*&'+(

认为结构科学合

理#

'"&)$(

认为具有可操作性#

+'&+-(

认为具有前瞻性!

A

"

讨
""

论

A&?

"

构建化疗患者健康教育评价标准的意义
"

健康教育就是

在知识传播的基础上利用教育"干预的手段促进态度的转变和

信念的确立#并帮助改变不健康行为和建立健康行为#从而达

到获得健康的目的)

-

*

!知识"态度"行为$

Y;AE24#

J

4/6??:?L#4/

I

56C?:C4

#

]QT

%模式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健康促进行为改变模

式#在国外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

*

!随着医疗保险的全面实施和

在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健康教育的功

能价值!宫久玲等)

+

*和刘莉等)

'

*以健康教育知"信"行理论为

基础构建了胸部和腹部健康教育评价标准#有效地提高了患者

的知信行水平!本课题以
]QT

理论为基础#构建适合我国化

疗患者的健康教育评价标准#有利于患者掌握健康知识知晓

率#改变健康信念"建立健康行为#提高生活质量!

A&@

"

评价标准的特点

A&@&?

"

评价标准采用定性指标定量化#使评价效果更加客观"

准确
"

实现护理质量的量化评价#对于科学评价护理工作质

量#提高护理管理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

")

*

!本研究构

建的评价标准参照美国
R65:A;

护理评价分类系统的等级分

法#采用
,

等级测量法#评价
,%

个条目时分成
,

个等级#分别

赋值
"

!

,

分#即健康知识条目中#&知晓'表示全部能叙述(描

述(演示$

,

分%#&比较知晓'表示大部分能叙述(描述(演示$

$

分%#&不够知晓'表示少部分能叙述(描述(演示$

*

分%#&不知

晓'表示不能叙述(描述(演示$

"

分%-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条

目中#&积极'表示全部能主动参与(执行$

,

分%#&比较积极'表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示大部分能主动参与(执行$

$

分%#&不够积极'表示少部分能

主动参与(执行$为
*

分%#&不积极'表示不主动参与(执行$为

"

分%!健康知识最高
"*)

分#最低
$)

分#健康信念最高
$*

分#

最低
+

分#健康行为最高得分
*+

分#最低
!

分!该评价方法既

能保证护士比较客观快速地完成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更能体

现健康教育效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A&@&@

"

评价标准内容科学合理
"

本研究以健康教育最终目的

为出发点#构建健康知识"健康信念"健康行为的各项指标#其

目的是帮助患者掌握化疗知识#树立主动寻求康复的意愿"促

进患者达到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健康状态!从表

*

可以看出#咨询专家对整个指标的重要性赋值的均数范围为

$&*%

!

$&'*

#均大于
$

#变异系数均小于
)&*%

#说明专家意见集

中#对全部指标的认同度较高#结果可取!护理同行的认同度

结果表明#本标准内容完整"结构合理#对临床护理有指导和管

理作用!

A&@&A

"

评价标准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研究结果提示#该

评价标准
05A;B6C9a6

系数为
)&+-

#

$

个维度的
05A;B6C9a6

系

数为
)&!)

!

)&+'

!

]6

II

6

系数为
)&+)

!

"&))

#说明具有较好

的内部一致性和等同性!

/̂0X̂

为
)&!+

!

"&))

#

8/0X̂

为
)&

''

#表明该评价标准的条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A&A

"

本研究的局限性
"

此次研究的样本均来自重庆市#可能

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扩大研究范围!同

时该评价标准的构建仅仅是一个开端#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进

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临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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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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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外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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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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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

M4U4546CL?4

I

6;C546?:?:M

#

8QT

%占急性胰

腺炎的
")(

!

*)(

#预后凶险#病死率高达
$)(

!

,)(

#是肝

胆外科常见的急症!

8QT

患者入院时大多伴有高热"腹痛"大

汗"胰腺周围大量渗液#加上频繁呕吐"禁食"胃肠减压#导致血

容量急剧下降"引起低血容量性休克)

"

*

!中心静脉置管$

0X0

%

对于
8QT

患者的抢救"快速输血输液"监测中心静脉压"静脉

高营养"药物的输入及避免反复穿刺等具有重要意义#现已广

泛应用于临床)

*

*

!传统的
0X0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生完成#

容易引起血气胸及神经"动脉"胸导管和气管损伤等严重并发

症#感染率高#留置时间短$不超过
*

周%!近年来#经外周静脉

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T̂00

%由于穿刺点在外周表浅静脉#不会

出现血气胸"动脉"胸导管和气管损伤等威胁生命的并发症#且

血管的选择范围较大#穿刺成功率高#可减少因反复静脉穿刺

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T̂00

导管在体内留置时间长$可达
"

年%

等优点而在国内外临床被广泛应用)

$

*

!本科自
*)")

年开展

T̂00

置管#主要经肘部静脉置入
T̂00

导管#但部分重症急性

胰腺炎患者肘部血管条件差#不具备经肘部静脉置入
T̂00

的

条件#为进一步容量复苏和静脉支持治疗带来困难!对此#本

科采用经颈外静脉置入
T̂00

导管#取得了良好的留置效果#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肝胆

外科共收治
8QT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随机分为肘部静脉组与颈外静脉组#肘部

静脉组
"%

例#颈外静脉组
+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操作者
"

参加过
T̂00

资质培训并取得穿刺资格#具

有全面的
T̂00

相关理论知识#熟悉血管解剖#技术操作娴熟#

自信的护理人员!

?&@&@

"

导管选择
"

均采用美国巴德公司生产的三向瓣膜式

,3

单腔导管!

?&@&A

"

血管选择
"

肘部首选贵要静脉#其次为肘正中静脉#最

后为头静脉!颈部选择颈外静脉
"

"

#

型!均要求血管粗"直"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