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在给患者行腰穿鞘内注药术时#需在无菌环境中进行#操作

过程严格执行无菌技术)

(#

*

#保持穿刺部位的皮肤清洁干燥#观

察是否有渗血$渗液#敷料固定是否完好"其次保持口腔清洁#

协助患者口腔护理#防止口腔炎的发生"做好皮肤护理#及时

清除大小便#防止皮肤感染"然后定时开启病房通风换气系

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尽量减少人员进出病房#控制陪护人

数#保持病房安静$舒适$整洁#防止院内感染的发生"&

$

'出血

的护理"腰穿鞘内注药术前遵医嘱检查凝血
"

项及血常规#若

血小板减少$凝血时间延长者#做手术时应慎重"如果脑脊液

呈血性时#则提示有出血的可能#应绝对卧床休息#抬高患者头

部
(0k

!

$#k

#即单枕平卧位#嘱患者勿激动#保持大便通畅#遵

医嘱使用止血药"定时监测体温$脉搏$呼吸$血压#观察瞳孔$

神志#脑脊液的颜色$性质$量#并做好记录"

"

!

结
!!

果

!!

$?$

例腰穿鞘内注药治疗的结脑患者中并发症发生情况%

&

(

'发生脊髓$神经根损伤患者
(

例!&

$

'发生急性蛛网膜炎患

者
?

例!&

)

'发生术后低颅内压综合征患者
"=

例!&

"

'发生感染

出血患者
$

例"舒适度的改变情况%&

(

'发生头痛患者
00

例!

&

$

'发生颈背痛患者
(#

例!&

)

'发生头晕$视物模糊患者
()

例!

&

"

'发生恶心$呕吐患者
00

例!&

0

'发生情绪紧张患者
=(

例"

#

!

讨
!!

论

!!

鞘内注药为治疗中晚期结脑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而又简

单的新途径#大大降低了结脑患者致残率及病死率)

((

*

"腰穿

放液并鞘注治疗重症结脑护理的重点一是术后并发症$鞘注药

物不良反应的观察$监测$预防和处置#二是术前$术中和术后

各项护理环节的整体无缝衔接!难点是术后并发症的观测预防

和有效处置)

5

*

"采取认知干预#术中护理#即耐心地给患者及

家属做好腰穿鞘内注药术相关知识宣教#让患者及家属认识到

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协助患者取正确体位#

使脊柱达到最好的屈曲效果#增加脊椎间隙#利于进针#避免损

伤脊髓$神经根"保持穿刺部位的皮肤清洁干燥#做好皮肤护

理及口腔护理#定时开启病房通风换气系统#确保室内空气流

通#可以有效地预防感染的发生"术后密切观察头痛$颈背痛$

恶心$呕吐$发热$头晕等症状#注意区分急性蛛网膜炎引起的

高颅内压综合征与低颅内压综合征引起的头痛$恶心$呕吐"

高颅内压综合征立即协助患者取平卧位$氧气吸入#并及时告

知医生#遵医嘱给予降颅内压处理!低颅内压综合征遵医嘱严

格使用脱水剂$利尿剂#静脉补充生理盐水或低渗盐水#协助患

者术后绝对卧床休息#鼓励其每日饮生理盐水
)###

!

"###

.6

#以增加脑脊液的生成#恢复颅内压"

综上所述#采取认知干预#术中$术后护理干预#预防护理

等护理措施#可以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及满意度!减少患者的治

疗费用#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提高了治愈率#有效降低腰穿鞘

内注药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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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教育中#持续的医疗支持和患者自我

管理知识技能的培养同样重要)

(

*

"我国
(5

岁及以上成人中#

糖尿病患病率为
((!?4

#约
(!()=

亿人"我国成年人群中糖

尿病前期患病率为
0#!(4

)

$

*

"面对庞大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前

$?()

重庆医学
$#(?

年
5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一般研究计划&

$#($O]b(*=

'!宁波市软课题项目&

$#()D(##=*

'"

!

作者简介$葛庆青&

(=**>

'#副主任护师#

本科#主要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期人群#糖尿病健康教育仅仅依靠医护人员的力量远不能满足

需求"研究证实#糖尿病患者需要-同伴.来获取持续性支持#

是患者落实并长期维持健康的关键"同伴支持指的是对于某

种疾病#或是特殊身体状况有切身体验的人#彼此之间提供实

质的帮助及社会与情感方面的支持)

)

*

"本院于
$##*

年开设了

糖尿病课堂#

$#($

年
5

月开始组建了糖尿病同伴支持团队#对

糖尿病患者持续性健康教育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现报

道如下"

!

!

同伴支持团队的组建与管理

!!!

!

同伴支持团队组长的选拔
!

经自愿报名和培训考核组建

由糖尿病患者或家属等参与的糖尿病同伴支持团队"组长选

拔条件%糖尿病患者或家属#曾经有过相同的经历$抗病过程#

有一定文化水平&高中及以上'"目前糖尿病自我管理良好#有

热情$有时间当志愿者"尊重科学#经过规范培训考核后能向

其他糖尿病患者提供正确的糖尿病知识及自身心理感受"帮

助同伴认识到糖尿病可预防$可控制$可治疗#在患病的过程中

学习糖尿病知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经过考核从
)?

名志愿

报名者中确定
($

名优秀者成为同伴支持团队的组长"

($

名

同伴支持组长中女
5

名#男
"

名#年龄
")

!

?5

岁#平均

&

05!))C0!=*

'岁!文化程度大学
$

名#高中
(#

名!退休人员
=

名#在职人员
)

名!成员糖尿病病程
(

!

(5

年#平均&

*!5)C

?!$#

'年"

!!"

!

同伴支持团队组长的培训
!

由糖尿病专科护士等医院多

学科糖尿病教育团队成员对招募的队员进行系列培训#培训周

期为
$

个月#每周半天"培训内容包括%&

(

'糖尿病基础知识及

自我管理技能#课程有健康饮食$运动锻炼$压力管理$服用药

物$血糖监测方法$胰岛素笔注射技术$戒烟限酒方法及糖尿病

并发症等系列糖尿病知识讲座#解释对糖尿病治疗的各种误区

及如何配合好医生进行糖尿病治疗与并发症筛查等"&

$

'团队

管理知识培训#课程有各种会谈技巧#如何解决在服务他人时

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服务过程中的伦理

与人际关系及小品表演技巧等#共开展专题讲座
5

次#每次半

天#每周
$

次"培训结束后每位队员接受医院的专业糖尿病教

育团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糖尿病基础知识及自我管理技能#

考核形式分两种%&

(

'书面考核#主要是糖尿病基础知识#成绩

(##

分#

=#

分以上为合格!&

$

'操作考核#主要是胰岛素笔注射

技术和血糖仪使用方法等#评分标准参考医院护理技术操作评

分标准#成绩
(##

分#

=#

分以上为合格"

"

!

同伴支持团队的支持教育形式与职责

"!!

!

定期举行同伴支持团队俱乐部活动
!

俱乐部活动地点在

医院内分泌病房的糖尿病示教室#每月举行
(

次活动#每期活

动设立主题目标#由同伴支持团队队员联络糖尿病患者&名单

由糖尿病专科护士提供#并经患者同意'"同伴之间相互交流

饮食运动治疗的方法$降糖药或胰岛素治疗的注意事项及并发

症的预防等"在糖尿病健康厨房展示糖尿病饮食控制方法及

利用食物模型解释食物交换份的方法#共同制作营养餐#提高

患者饮食治疗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技巧"假设情景进行小品表

演#如糖尿病饮食的误区#低血糖的处理#胰岛素笔使用等#使

患者对疾病的知识更易于掌握和接受"

"!"

!

同伴支持团队医院服务
!

实行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

5

%

##

!

((

%

##

在医院糖尿病门诊候诊服务制#每次
(

人#队员

轮换留院自愿服务的时间也是自己来院复诊的时间#队员优先

复诊结束后留院
)J

#地点选在糖尿病护理门诊健康教育室或

住院部的糖尿病教室"主要包括%&

(

'对在候诊的糖尿病患者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并进一步与

患者进行沟通与交流#解决患者存在问题"&

$

'以亲身经历讲

解胰岛素治疗的意义等#并鼓励患者学会胰岛素笔自行注射的

信心#亲自示范在自己身上注射胰岛素以教会患者学会胰岛素

笔注射#直到规范注射为止"

"!#

!

同伴支持团队在社区服务
!

根据住宅小区距离及自愿原

则#一对一指导或一对多指导和教育#一部分队员组建
ll

群$

微信群#每群
0#

人#在
ll

群及微信群中传递糖尿病自我管理

信息#相互学习"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

文字的特点为糖尿病同伴之间交流$互动$学习提供更好$更

宽$更广的平台"平时以住宅小区为单位#深入到患者的生活

中#提供糖尿病自我管理技能和心理情感支持"如帮助老年失

能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提供饮食治疗方法和工具等#同伴

运动时由于是同一小区居民相互结伴进行#相互照顾和协助#

释放压力#帮助患者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落实自我管理行为和技

巧#鼓励在适当的时候寻求专业医护人员和社区资源的协助"

"!$

!

同伴支持团队激励机制
!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糖尿

病同伴支持团队#使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得到同伴的支持#医院

根据同伴支持团队成员的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进行绩效评估#志

愿者星级每年评比
(

次#等级分为三星级志工$四星级志工和

五星级志工#其中五星级志愿者为最高荣誉"每
(

期&

(

年'服

务时间满
)#J

可评为三星级志愿者#满
"#J

可评为四星级志

愿者#满
0#J

及以上者可评为五星级志愿者"三星级志愿者

可获得医院提供的免费体检
(

次#五星级志愿者在每年的医院

志愿者大会上获得表彰"

"!G

!

效果评价
!

总结同伴支持团队组建前后开展糖尿病健康

教育的形式#并调查糖尿病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满意度"满意度

调查方式%调查表内容包括患者对健康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满意

度#满意度分为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

级#共发放问卷
(0#

份#

问卷采用不记名#回收
("5

份#有效率为
=54

"

"!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FHH(=!#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EC;

表示#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方法#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同伴支持团队组建后#健康教育活动从课堂授课$一对一

咨询等以医护人员为主的形式发展到专业团队与非专业团队

合作#糖尿病同伴之间提供情景式健康教育$开展社区糖友同

伴支持活动等形式并吸引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组建了微信

群$

ll

群#在提供糖尿病知识的同时帮助糖尿病患者落实并

长期维持自我管理"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满意度见

表
(

"

表
(

!!

团队组建前后患者对健康教育形式的满意度&

'

'

调查时间
健康教育内容和方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组建前
(## "( =

组建后
($) $0 #

@ $!""5

& #!#0

)?()

重庆医学
$#(?

年
5

月第
"0

卷第
$$

期



$

!

讨
!!

论

!!

本结果显示%同伴支持团队组建后#健康教育活动从课堂

授课$一对一咨询等以医护人员为主的形式发展到专业团队与

非专业团队合作#糖尿病同伴之间提供情景式健康教育$开展

社区糖友同伴支持活动#组建微信群$

ll

群#患者对健康教育

形式的满意度提高&

@3$!""5

#

&

"

#!#0

'"说明本研究的活动

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支持和认可"这与何叶等)

"

*研究的结果

一致#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做好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

者意义重大"我国目前的健康教育方式主要为%课堂教育$小

组教育和一对一教育#讲授者为医护人员"面对我国众多的糖

尿病患者#卫生资源中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存在严重不足#糖尿

病患者及其家属通过培训也能成为合格的糖尿病教育者"同

伴支持教育是健康教育中的一种重要模式#开展同伴教育利用

社会资源管理庞大的糖尿病患者群#充分发掘糖尿病患者自身

的资源#定期组织同伴互助活动#呈现患者熟悉的糖尿病相关

生活场景和生活事件#提供弹性化的持续性支持#帮助患者在

日常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有效地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自我管

理)

0

*

#共同收获健康"但在组建和管理过程中也遇到问题#同

伴支持活动中出现患者之间糖尿病知识误区传播#为防止误区

的传播#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纠正#强化队员持续性培训#有利

于队员对糖尿病知识正确的传播和本身糖尿病的控制#提高糖

尿病自我管理能力"

!!

目前#同伴支持团队项目在世界各个国家积极地开展#由

于国家地区文化差异#卫生保健资源不同#同伴支持模式可呈

现多元化"本院开展的同伴支持项目得到糖尿病患者及家属

的欢迎#成为医院人文性医疗服务的补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有激励机制#促进同伴支持团队志愿服务健康发展#增强服务

稳定性#解决健康教育与同伴支持活动的短期性问题"今后还

将在同伴支持团队队员的培训$指导$激励等方面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探寻有效运用的同伴支持策略帮助患者将知识转为

行动#提供高质量的同伴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

(

*

F&IP<

#

O,K

B

JO

#

7d,&2J1

#

,2&P!Q.

L

P,.,/2R/

B

&

L

,,W8

UI

LL

KW2R/2,W-,/2RK/TKWF,K

L

P,\R2J2

XL

,$'R&S,2,U

%

&

_

I&PR2&2R-,U2I'

X

)

%

*

!a&.FW&V2

#

$#()

#

)#

&

0

'%

0=)8?#)!

)

$

*

<I&/

B

Z

#

,̂/JI&g

#

FJ7

#

,2&P!H2I'

X

,-&PI&2,U

L

W,-&8

P,/V,KT'R&S,2,U&.K/

B

&'IP2UR/VJR/&

)

%

*

!%D1D+,P,&8

U,U

#

$#()

#

5

&

$

'%

(?5#==!

)

)

* 陈鸿尔#郑亚华#颜萍
!

病友支持团队在改变初诊
$

型糖

尿病患者生活方式中的作用)

%

*

!

护士进修杂志#

$#()

#

$5

&

0

'%

"?(8"?)!

)

"

* 何叶#王俊星#何伟明#等
!

同伴支持对社区空巢老年糖尿

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

!

护理管理杂

志#

$#()

#

()

&

(

'%

"=80(!

)

0

* 张丽#赵锡丽#朱伟#等
!

探讨强化糖尿病知识教育后
$##

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作用)

%

*

!

重庆医学#

$#($

#

"(

&

(0

'%

(00$8(00)!

&收稿日期%

$#(?8#$8(5

!

修回日期%

$#(?8#"8$0

'

&上接第
)(05

页'

三下乡活动#开展用药咨询服务#为毕业后尽快适应药品销售$

药房管理$药学服务等岗位的工作要求打下基础"

#

!

讨
!!

论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专业技术$应用

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失

的重要环节)

=

*

"教育部教高)

$##(

*

"

号文件明确指出%-实践

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具有特殊作用."作者在+常见疾病用药指导,课程的实践教

学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药师岗位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实

践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工作的

知识$技能和态度"此外#实践教学内容突出对学生岗位能力

的训练#实践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等都落实到岗位能力的培养"

相信通过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实践教学

将会为高职高专药学专业学生营造良好的实践教学与创新学

习的环境#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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