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产科利用品管圈这一持续质量改进工具$针对性解决计划

性剖宫产临床路径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计划性剖宫

产护理路径进行优化$使产科护理业务及管理得以改进$临床

路径护理质量有所提升$产妇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及

对护士的满意度提高$增强了护患沟通$促进了医患和谐"

此外$品管圈实施过程中$为解决护理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圈员们形成了自觉学习#群策群力#团结

协作#无私分享的工作态度和氛围$护理人员主动参与临床护

理工作及管理&

*

'

$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最终取得的满意结果

更增强了医护团队的凝聚力和个体自信心$提高了护士的专业

能力&

+

'

$调动了护理工作的积极性&

"

'

"圈员们根据路径表进行

具体护理工作$减少了盲目性和随意性&

&4#

'

$又可根据患者个体

及病区总体的情况$集中宣教及个别指导相结合$利用护患之

间#患者之间的多方交流提高护理效果$激发了护理团队的创

造性"而品管圈不断循环$应用逐渐延伸$科学推进$必将使护

理团队形成习惯$成就追求卓越的持久性"观察组护士人数较

少$而两组工作量基本一致$其工作强度稍有增加$但品管圈的

实施提升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圈内护
4

患#患
4

患配合的默契程

度$护理工作的人文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圈内护士对工作

的整体满意率明显提高"

品管圈是提高临床护理质量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

'

$临

床路径管理是当前医改的重要课题"将
>702

持续改进理念

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工作及管理中$通过圈内协作$使得护理质

量持续改进$收获社会及经济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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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

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是导致患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抑郁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

-K

U

QKLLTNBGB-INQNBGQ

P

'KGQM-TLKGLK

$

0;7

!的发病率和病死

率相关&

,

'

$各种认知症状%如羞耻#内疚!不良情绪状态与
0;7

的发展#治疗效果#预后有着密切关系"研究表明$抑郁症的躯

体症状%如疲劳#睡眠问题!与
2@_

患者的不良心脏预后相

关&

(

'

"有关心脏病患者中抗抑郁治疗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发

现抗抑郁治疗对抑郁症状有一定效果&

)

'

$但对心脏预后的影响

有限"延续性心理护理干预是指抑郁症患者治疗稳定出院后

实施的心理护理$结合门诊随访和家庭$社区随访期间施行的

心理干预"有研究表明$在
2@_

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小剂

量抗抑郁药物配合心理干预可取得满意疗效&

!

'

"但是$关于患

者出院后的延续性心理护理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临床观察报道

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延续性心理护理干预在
2@_

恢复期对

认知和躯体症状的影响$为防治
2@_

恢复期抑郁症提供一定

的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治

疗的
2@_

恢复期抑郁症的患者
,)$

例$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2@7

!评分大于
(!

分$将
,)$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

例"所有患者符合
19?_0;7

修正和精神疾病诊

断与统计手册第
!

版%

7:@4

%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

年!

的诊断标准$由神经内科副主任以上医师明确诊断为重度抑郁

症$抑郁症状至少
"-

以上"

2@_

的诊断依据是心肌酶和缺血

性胸痛$特征进展性
:848

改变$或者新出现的
a

波$由心血管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唐山市科技局项目%

$+,)!+$,G4,$

!"

!

作者简介(马静%

,#"&D

!$主管护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心内科临床护理研究"



内科副主任以上医师明确诊断"合并其他危及生命的临床疾

病$认知功能障碍$合并其他严重的精神疾病$面临自杀的危

险$经心脏科专家诊断心功能严重异常不适合参与研究的患者

排除出本研究"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所有

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E"

(

)C+*

"

组别
性别

%男*女$

)

!

年龄

%岁!

体质量

%

O

R

!

;2@7

评分

%分!

观察组
)(

*

)) **%!(E,(%") +,%)!E,,%!* ),%)(E"%!,

对照组
(#

*

)+ *"%",E,,%!, +$%")E,(%(, )$%"(E&%,*

4

*

"

(

$%("& ,%$&" $%(#$ $%!!,

# $%*#& $%("# $%"") $%++$

!%"

!

方法

!%"%!

!

护理人员培训
!

所有的护理人员均需进行为期
)

个月

的专业知识培训"请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进行心肌梗死专

业知识讲座$每周
,

次"请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进行抑郁症专

业知识讲座$每周
,

次"进行心理学专业知识讲座$每周
(

次$

由心理学专家主持"每月进行专业测试
,

次$相关试卷由讲座

专家出题$闭卷考试$并行末位淘汰制度"

)

个月后进行综合

测试$由
)

个专科的专家测评$合格的护理人员进入本研究"

经培训后共由
(

位主管护师$

+

位护师进入本研究"

!%"%"

!

基础治疗及护理
!

两组患者均予舍曲林常规抗抑郁治

疗$每天
*$<

R

"对舍曲林无法耐受的或治疗无反应的患者替

换成另一种抗抑郁药"对照组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采用延续性心理护理干预$为期
+

个月$每个月至少电

话随访
,

次$家庭随访行延续性心理干预
,

次"

!%"%#

!

延续性心理护理主要内容
!

%

,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取得患者的信任"制订规章制度规范延续性护理人员的仪表#

服装$提高护理人员自身素质$视患者如亲人$态度和蔼$语言

文明$操作熟练"善于听取患者的主诉$掌握沟通技巧$找出存

在的心理问题$提出护理诊断$制订出相应的护理措施"%

(

!健

康教育"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多次有关知识教育$包括
2@_

恢

复期抑郁的病因#发病机制#治疗方法#康复方法#自我保健方

法等$使患者充分了解
2@_

恢复期抑郁治疗及干预目的$提高

康复积极性"认知症状包括有忧伤#悲观#失败#不满#内疚#惩

罚#自我厌恶#自我指责#自杀观念#哭闹#烦躁不安#社会退缩

感以及犹豫不决等"躯体症状包括有工作困难#失眠#乏力#食

欲缺乏#体质量减轻#躯体注意力#性欲减退等"学习应对方

式$让
2@_

恢复期抑郁患者了解合理应对策略和生活中采用

的应对方式"%

)

!认知行为干预$消除患者紧张#恐惧#焦虑和

抑郁情绪"与家属沟通后$安慰患者$告知病情度过最危险的

时期的信息$配合医生护士治疗可以良好康复$从而树立患者

信心$减轻其心理压力"%

!

!恢复期心理护理"患者病情稳定

且症状减轻后出院$因患者心理状况尚不稳定$心理负担重"

往往担心工作及生活能力$是否会给家庭子女带来经济等问

题$易出现焦虑情绪"需护理人员进行延续性心理辅导和护

理$治疗全程贯穿鼓励和帮助"给患者和家属进行康复指导$

按医嘱定时定量服药$定期进行家庭随访或者到社区医院复

查"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紧张和疲劳$同时应监督患者戒烟#戒

酒#控制体质量#少食多餐$避免大便干燥"

!%"%$

!

疗效评价标准
!

延续性护理干预过程采用主管护师负

责制并由患者或家属签署随访意见表$干预的结果由神经内科

专家测评效果"抑郁症状通过贝克抑郁量表%

.7_

!测量$一份

(,

项自我测量的量表评估是否存在抑郁症状和严重性"每个

项目的分级为
$

!

)

级$量表分数越高反映抑郁更严重"根据

.KIOGB-:MKKQ

%

,#&"

!的原始分类$抑郁症状被定义为认知或

躯体性"因此$关于忧伤#悲观#失败#不满#内疚#惩罚#自我厌

恶#自我指责#自杀观念#哭闹#烦躁不安#社会退缩感以及犹豫

不决等症状条目总结以获得认知抑郁方面的相关评分$而有关

工作困难#失眠#乏力#食欲缺乏#体质量减轻#躯体注意力#性

欲减退等项目进行了总结以获得躯体抑郁方面的评分"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用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两组患者均无药物耐受$无严重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无

死亡病例"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

个月后
.7_

得分均

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对照组比较$观

察组治疗
+

个月的
.7_

得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
+

个月后认

知#躯体抑郁症状得分正向变化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7_

得分比较!

!E"

(

)C+*

(分"

组别 基础值 治疗
,

个月 治疗
)

个月 治疗
+

个月

观察组
,"%#!E"%+) ,*%*+E*%,) ,!%&,E*%)* &%*&E)%+"

对照组
,&%,"E"%)( ,+%"!E!%&+ ,*%(+E+%"! ,$%",E(%#&

4 $%,*) ,%)&, $%)"& )%&)"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
+

个月后认知'躯体抑郁症状得分

!!!!!

比较!

!E"

(

)C+*

(分"

组别 认知抑郁症状 躯体抑郁症状

观察组
!%+"E$%)! !%,$E$%))

对照组
)%!(E$%), (%&"E$%)*

4 (,%#$) ($%+,*

# $%$$$ $%$$$

#

!

讨
!!

论

本研究评估
2@_

恢复期抑郁症患者采用延续性心理护理

和抗抑郁治疗后躯体和认知抑郁症状的改变"

;/SS<GB

等&

!

'

认为
.7_

更适用于
2@_

后抑郁评价"不同的治疗形式%如抗

抑郁剂#心理治疗!改善所有类型的抑郁症状已被较多学者证

明&

*4+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

个月

后
.7_

得分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

药物治疗对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同时$本

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
+

个月后的
.7_

得

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本结果表明$除

了采用药物治疗抑郁症$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应采用延续性心

理干预$尤其应特别注意改善躯体和认知抑郁症状"密切监测

躯体抑郁症状的变化可能有助于改善
2@_

患者临床护理"如

果患者对显著改善躯体症状的抗抑郁治疗无反应$可以考虑附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加治疗%如干预睡眠障碍!$如果整体抑郁的严重程度改善"另

外$预测
0;7

患者难治性抑郁的特定的心脏危险因素如睡眠

呼吸暂停应加以鉴别和治疗$可能导致更好的心血管预后"此

外$未来的研究应尝试开发用于
0;7

抑郁症患更有效的治

疗"那些改变
0;7

患者心脏危险因子的抑郁症治疗方法也

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抑郁治疗和临床预后"如心理干预和运动

疗法可以通过减少抑郁症状给心脏病患者带来很大希望"

接受抗抑郁治疗%即
0.8

!和必要时予以抗抑郁药物与常

规治疗组患者相比认知和躯体抑郁症状有较大改变$认知抑郁

症状改变与无事件生存率不相关"有研究发现$既往有过

2@_

或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中抑郁躯体症状而非认知功能

抑郁症状与不良临床结果独立相关&

"

'

"心肌缺血#心脏衰竭#

稳定的
0;7

患者其躯体抑郁症状也与不良临床后果强烈相

关&

&

'

$但一项有关既往曾行
02.]

外科手术患者的研究发现$

认知抑郁症状可预测心脏病死率$而躯体抑郁症状并没有预测

性&

#

'

"本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
+

个月后认知#

躯体抑郁症状得分正向变化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巩固了抑郁症的治疗和心脏疾病临床结果之间

的关系$说明以改善抑郁症
2@_

患者的心脏预后为目的的试

验必须改善抑郁症的躯体症状和认知症状$以提高生存率"

综上所述$

2@_

恢复期抑郁症患者实施延续性心理护理

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认知和躯体症状$对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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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强化基础护理$全面落实护理

责任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升护理服务水平$为患儿提

供全面#全程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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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是医疗卫生改革重点之一$

以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划临床护理工作$切实加强基础护理$

改善护理服务$提高护理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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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生儿

与成人相比由于其大脑和其他系统功能发育尚未完善$且不能

很好与外界交流&

)

'

$因此$新生儿护理具有特殊性$陕西省第二

人民医院新生儿开展优质护理以来$建立了详细入院宣教#探

视卡#出院指导#满意度调查#出院宣教#出院为新生儿留存胎

发#出院父母身份证号与原件核对签字#满意度调查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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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优质护理措施在新生儿护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还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进一步提高优质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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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集

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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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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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出生的
,+$

例新生儿为研究

对象$分析影响家属对新生儿优质护理满意度相关因素$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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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收集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出生的
,+$

例新生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日龄

$

!

(&-

$平均%

,!%**E&%()

!

-

)体质量
(%$$

!

!%$$O

R

$平均

%

)%,(E,%+$

!

O

R

)孕周在
(&

!

!$

周$平均%

)!%!*E,,%!*

!周)

胎次
,

!

(

次$平均%

,%(!E$%!*

!次)住院时间
"

!

,*-

$平均

%

,,%)*E,%(+

!

-

"主要疾病(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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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新生儿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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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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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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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其

他疾病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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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然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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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剖宫产
+&

例"新

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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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GQ

评分在
!

!

,$

分$平均%

"%,(E$%,!

!分"将

有疾病新生儿入儿科新生儿室行优质护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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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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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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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