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

'

(

)在
HKI!IK#7d

研究+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与艾森克人格

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一文中指出#人格特质可以影响职业价

值观#两者存在非常重要的关联'

$'

(

#这与本研究所做的回归分

析结果相似)所以在医护生教育和临床工作中#学校教师及医

院管理者要注重人格特质的培养#有目的地培养医护生稳重#

开朗#积极向上的人格#提高对本职业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医护

生的职业价值观)

综上所述#医护生的职业价值观决定着他们对职业的态

度#影响学习及今后工作的心态)针对医护生在校期间#可塑

性强#学习时间充沛等特点#应积极实施多种策略#从多方面提

高医护生的职业价值观)有关研究显示职业价值观与学生所

受教育程度呈正比#教育水平越高#则对本职业越热爱'

$0

(

)所

以学校应加强理论指导与教育水平#可以通过组织知识竞赛&

前沿讲座*优秀的临床工作者的经验介绍&提高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让医护生更加了解本专业#增加自信#唤起学生对学科的

兴趣和主动性)奥斯陆大学的
E=K#+U#8,+I,

等'

$5

(已采用角色

扮演的方式来开展情感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特点在

于无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相互交流学习#全身心的投入体会

临床工作的情景)我国可以效仿这种教育模式#以性格外向开

朗#在职业就价值观测评中得分较高的学生为组长#以小组形

式进行交流#模拟工作场景#让性格外向的学生潜移默化的改

变那些内向&不善表达&态度消极的医护生#共同提高学习热情

和职业价值观)

总之#临床医疗护理工作要求专业知识过硬#操作技能水

平高#同时具备细心&耐心&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如果没

有良好的人格特质则很难胜任临床医疗护理工作)所以学校

及医院对医护生的教育应注重人格特质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对于医护生的人格特质和职业价值观应早期测评&早期培养&

早期形成良好的职业价值观#以保证我国医学&护理学人才队

伍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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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境保护护理模式对急性白血病化疗过程中院内感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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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是血液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系造血干细胞的 恶性克隆所致'

$

(

#在儿童及青壮年中排名第一'

1

(

)主要发病机

55/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5

卷第
)

期



表
$

!!

两组患者感染情况比较"

%

$

\

%#

组别
%

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口腔&肛周 肠道 败血症 合计

对照组
-) 0

$

5&1)

%

$%

$

$'&$)

%

-

$

(&1$

%

1

$

1&)'

%

'

$

'&(0

%

1)

$

'0&1$

%

;̂H4

组
-/ /

$

$%&1)

%

8

'

$

'&/5

%

8

1

$

1&5)

%

$

$

$&1/

%

$

$

$&1/

%

$5

$

$(&1'

%

8

!!

8

!

!

$

%&%5

#与对照组比较)

制为骨髓中异常增殖的原始细胞及幼稚细胞大量释放至外周

血#广泛浸润于肝&脾&淋巴结等造血器官#干扰正常造血'

'

(

)

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有化疗和骨髓移植等#近
$%

年来骨髓移

植得到快速发展#但因缺乏适合的供髓者及移植费用高昂#受

到较大制约)急性白血病大剂量化疗后骨髓抑制的程度往往

比较重#在此期间并发严重的感染和出血#甚至威胁患者的生

命)所以#对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的环境保护措施尤其在骨髓抑

制阶段更为重要)本院
1%$%

年
-

月起使用百级空气层流无菌

室$

V89#,8K8#KZV"TQ#"7VI8,K""9

#

;̂H4

%作为化疗期间场所#

结果发现患者化疗期间感染率的发生明显下降#患者恢复较

好#现总结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5

年
$

月本院住院的

急性白血病患者
$50

例#均符合急性白血病诊断及分型标

准'

0

(

)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
10

!

)1

岁#平均$

0'&5%<

(&0%

%岁)采用
H;>

法对其进行分类分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 ^

%

-$

例#其中
6.;̂ ^1(

例#

>.;̂ ^01

例*急性髓细胞

白血病$

;Ĉ

%

/'

例#其中
C

%

$'

例#

C

1

1(

例#

C

0

$5

例#

C

5

$1

例#

C

)

$0

例)所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

;̂H4

组
-/

例#其中男
01

例#女
')

例#入住百级空气层流无菌室*对

照组
-)

例#其中男
05

例#女
'$

例#入住普通病床)两组患者

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基线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5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治疗方法
!

化疗方案按照不同白血病类型予以选择!

;̂ ^

缓解诱导阶段选择
GSB

"

GSEB

"

GŜ B

#维持治疗阶段选

择
@S.C6c

"

@S.;K8.7

"

SA;C2

方案*

;Ĉ

缓解诱导选择

S;

"

C;

"

@S;

"

6

$

6@B

%

;

#维持治疗阶段选择
@S.;K8.7

"

C#.

U"j@S.;K8.7

"

HV̀j;K8.7

)

!&"&"

!

;̂H4

的空间环境消毒
!

患者进入
;̂H4

前进行室

内空间的去污&消毒及净化空气)空气达标标准为每平方米细

菌集落数小于
$%

个)

;̂H4

室内环境温度维持
11

!

1)f

*湿

度维持
05\

!

)%\

)依照相关管理标准管理层流无菌病

房'

5

(

)

!&"&#

!

患者的护理
!

;̂H4

组入住前需做好个人清洁卫生#

保持肠道清洁#依相关消毒等程序后进住#必要时保护易感染

部位)空气层流无菌病房内物品每日以
-5\

乙醇消毒'

)

(

#定

期行空气微生物培养#结果阴性为达标)对照组予以常规

治疗)

!&"&$

!

医护人员的消毒
!

医护人员严格按规定流程入室#定

期行咽拭子培养#患感染性疾病者禁止入内)控制入内次数#

各项治疗护理遵照无菌规范集中操作)

!&"&%

!

全环境保护$

U"U8VI,b#"K9I,U

R

K"UI7U#",

#

62B

%的监测

方法
!

为确保
62B

措施发挥其最大功效#须每
$

!

1

周检测

;̂H4

中物品&空气&医护人员体表以及患者体表的微生物状

况)检测标准详见文献'

-

()院内感染的诊断标准参考卫生部

1%%$

年相关文件进行)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BWW$-&%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H4

的监测结果
!

环境监测报告显示#空气层流无菌

病房内物件&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手卫生等监测结果均达标)

"&"

!

两组化疗后感染率及感染部位比较
!

对照组发生感染

1)

例#

;̂H4

组感染
$5

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X

0&011

#

!X%&%'5

%)

;̂H4

组感染以上呼吸道为主#而对照组

以下呼吸道为主#两组患者呼吸道感染部位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1

X0&/$1

#

!X%&%1/

%#见表
$

)

"&#

!

病原菌培养
!

对两组患者的血&尿&痰及咽拭子进行培

养#

;̂H4

组真菌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X0&%--

#

!X%&%0'

%#见表
1

)

表
1

!!

两组患者病原菌培养结果比较"

%

$

\

%#

组别 阳性株 革兰阴性杆菌 革兰阳性球菌 真菌

对照组
'0 $(

$

55&//

%

$5

$

00&$1

%

$%

$

1(&0$

%

;̂H4

组
15 $0

$

5)&%%

%

$$

$

00&%%

%

1

$

/&%%

%

8

!!

8

!

!

$

%&%5

#与对照组比较)

#

!

讨
!!

论

化疗作为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方法在临床上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标准化疗方案分为缓解诱导和维持治疗两

阶段#缓解诱导旨在通过联合化疗杀伤白血病细胞#达到控制

病情完全缓解的目的)维持治疗目的在于巩固所获得的完全

缓解#并使患者长期生存#最后达到治愈)大剂量化疗后引起

患者骨髓抑制及损伤机体黏膜#易继发各种严重感染'

/

(

)血液

科患者医院感染率明显高于妇科&儿科&外科等科室'

(

(

#与
DEL

肿瘤等科室医院感染率接近'

$%

(

#一项对血液病医院感染的调

查发现#不同类型血液病患者医院感染率存在差异#其中急性

白血病最高为
1/&%5\

'

$$

(

)一些国外研究发现急性白血病患

者的细菌和真菌感染的发病率为
'%\

!

05\

'

$1

(

)

62B

指采取某些手段及方法使体内外环境高度净化#尽

可能减少感染的产生#包括外部生活环境和人体内环境的净化

两个方面)

;̂H4

是
62B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装备的高效过

滤器能有效净化空气中绝大部分直径大于
%&'

(

9

的微生物#

使患者在化疗时处在一个相对洁净的环境中#可降低感染的概

率)但因为高效过滤器并无杀菌作用#所以必须对
;̂H4

采

取科学的管理与严格的消毒措施)有研究发现
62B

作为一种

有效的治疗手段#能明显降低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及急性白血病

化疗后急性粒细胞缺乏症感染的发生率及死亡率'

$'

(

)本文观

察到
;̂H4

组
$5

例次发生感染#感染率为
$(&1'\

#对照组
1)

例次发生感染#感染率为
'0&1$\

#二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X0&011

#

!X%&%'5

%)百级
;̂H4

能为化疗患者提供相对

洁净的环境以达到完全隔离#通过人体环境保护则使患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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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显著降低#能延长生存期)

本文观察到
;̂H4

组和对照组感染发生率差异及呼吸道

感染部位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这表明入

住
;̂H4

后感染的风险显著降低)如前所述#因为
;̂H4

是

通过高效过滤器对居住环境的空气进行滤过#从而净化空气#

其本身并没有灭菌功能#在患者的口腔&胃肠道等都存在常驻

菌群#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口腔&消化道&血行感染发生率等方面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这可能是由于呼吸道是

直接与外界相通器官#在机体存在抵抗力不足时#容易出现口

腔定植病原菌继发性感染#而呼吸机#气管插管等侵入性操作

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国内的相关研究亦提示血液病患者医院

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最多见'

$0.$5

(

)

本研究还发现到两组患者病原菌培养结果中革兰阴性杆

菌和革兰阳性球菌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

;̂H4

组真菌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5

%#可

能与
;̂H4

中空气环境干燥#不适宜真菌生存#另一方面在此

环境下继发感染概率低#应用广谱抗生素相对少及持续时间短

等有关)亦有研究报道#白血病化疗后口腔&肛周的感染概率

较高#分别达
'0&1(\

和
1/&5-\

#而强化护理可明显改善局部

感染率'

$)

(

)

总之#急性白血病患者在层流无菌病房中行化疗#其感染

率明显降低)

62B

能为急性白血病患者提供相对洁净的环

境#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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