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属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重视社会力量的帮助$提供医保支持$

帮助患者缓解经济压力$全面促进康复进程&

1

'

#

#$$

!

针对特殊病例制订护理计划
!

第
.

例
K#%3!

细胞治疗

需对病情变化密切观察$故使护理工作面对巨大挑战&

.-3..

'

#

本科室组织医护人员参与患者病历全院讨论$成立护长
3

组长
3

责任护士专项护理小组$学习
K#%3!

细胞治疗的方法及并发

症的护理#制订患者专项护理计划$风险措施的应急预案护理

信息及时性传导$利用微信平台及时上传患者病情$全员及时

了解做好相应的护理#责任护士"组长"护士长定期参与医生

组病历讨论$医护协调配合#

"

!

小
!!

结

!!

由于
K#%3!

细胞治疗会引起
K%@

"肿瘤溶解综合征等$

针对这些并发症和不良反应$每天严密监测相关指标以早期诊

断或及早采取措施避免其发生&

.,

'

#因此$制订严谨完善的护

理计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护理过程中应严格无菌操作$制

订和认真执行并发症的预防方案$详细评估患者情况$包括化

疗次数"患者体能情况"心理素质等#针对特殊病例制订详细

的护理计划$并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时向医生汇报$及时

处理$通过一系护理$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还可以降低并

发症的严重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K#%3!

细胞治疗技

术有望避免化疗所造成的高病死率和长期住院治疗的风险$为

白血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

,

'

#

参考文献

&

.

'

Y)<C*&<%

$

PB<6&<TO

$

OBJNHKX

$

&6);$KJ<<&*6>B*>&

L

6H

N*6A&CN)

R

*BHNH)*CF)*)

R

&F&*6BU>

I

6B?N*&<&;&)H&H

I

*3

C<BF&

&

S

'

$=;BBC

$

,-.7

$

.,7

(

5

)!

.55$

&

,

' 李欢欢$朱平$伍学强$等
$

应用
KT.1

修饰的嵌合抗原受

体
!

细胞治疗淋巴细胞白血病&

S

'

$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

志$

,-.7

$

,,

(

4

)!

.0+23.0+4$

&

2

'

@>AB;;&<S

$

=<)C

I

!O

$

=N*C&<3@>AB;;Y

$

&6);$T&>)C&3;B*

R

H)U&6

I

)*CUJ*>6NB*BU<&6<B'N<);3FBCNUN&C>ANF&<N>)*6N

R

&*

<&>&

L

6B<!>&;;H

&

S

'

$@>N!<)*H;(&C

$

,-.,

$

7

(

.2,

)!

,,,,3

,,27$

&

7

'

=<&*6

d

&*H%S

$

%N'N&<&a

$

");BH(

$

&6);$KANF&<N>)*6N

R

&*

<&>&

L

6B<FBCNUN&C!>&;;HN*>A<B*N>;

I

F

L

ABNC;&J?&FN)

&

S

'

$DW*

R

;S(&C

$

,-..

$

..5

(

.5

)!

75.0375,5$

&

+

' 马印慧$韩静$杨慧$等
$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儿化疗

期间父母心理问题的循证护理干预研究&

S

'

$

中国全科医

学$

,-.-

$

.2

(

.-

)!

...+3...0$

&

4

' 陈丽莉
$

急性白血病的临床护理观察&

S

'

$

中国实用医药$

,-.7

$

1

(

.5

)!

,-13,.-$

&

0

'

GJ

L

&*

R

G:

$

_J)*

R

^

$

@A&*Gb

$

&6);$#H6JC

I

B*

c

J);N6

I

BU;NU&)*C

L

H

I

&AB;B

R

N&);H6)6JHBU>)*>&<)*C;&J?&FN)

HJUU&<&<H

&

S

'

$KAN*SK;N*PH

I

>AB;

$

,--4

$

.7

(

,

)!

.+43.+0$

&

5

'

VABJ_

$

QB*

R

T

$

OJS

$

&6);$P&CN)6<N>F&CN>);>)<&H

I

H6&F

N*KAN*)A)HHN

R

*NUN>)*6;

I

<&CJ>&C)M)*CB*F&*6BU)>J6&

;

I

F

L

ABM;)H6N>;&J?&FN)6<&)6F&*6

&

S

'

$SP&CN)6<Q&F)6B;

[*>B;

$

,-.+

$

20

(

2

)!

.5.3.57$

&

1

'

"AE)*?&)ES

$

=AJ<)

I

)*B*6)>A)N%$(B<6);N6

I

>B<<&;)6NB*

U)>6B<HN*

L

)6N&*6HEN6A;

I

F

L

ABF))*C)>J6&F

I

&;BNC;&J3

?&FN))CFN66&CN*6B6A&N*6&*HN'&>)<&J*N6)6)<&U&<<);

>&*6&<N*6A&HBJ6ABU!A)N;)*C

&

S

'

$S(&C#HHB>!A)N

$

,-.7

$

10

(

@J

LL

;.

)!

@003@52$

&

.-

'叶玲琴
$,0

例白血病输血小板致过敏反应的分析与护理

&

S

'

$

中国输血杂志$

,-.-

$

,2

(

.

)!

+73++$

&

..

'

GN;;#

$

!AB;BJ;NW$!A&>;N*N>);F)*)

R

&F&*6BU6JFBJ<

;

I

HNHH

I

*C<BF&N*A)&F)6B;B

R

N>);F);N

R

*)*>N&H

&

S

'

$=<S

Q)&F)6B;

$

,-..

$

.+7

(

.

)!

23.2$

&

.,

'秘营昌
$

白血病合并肿瘤溶解综合征的诊治&

S

'

$

中国实

用内科杂志$

,-..

$

2.

(

.,

)!

1.,31.7$

(收稿日期!

,-.43-73.+

!

修回日期!

,-.43-03-.

)

作者简介%唐红(

.10,9

)$本科$主管护师$主要从事手术室护理工作#

!临床护理!

!!

CBN

!

.-$2141

*

d

$NHH*$.40.35275$,-.4$22$-70

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中一次性切口保护器的效果分析

唐
!

红!谭君梅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手术室!成都
4.--0,

#

!!

"中图分类号#

!

%,75$,

'

%02+$2e0

"文献标识码#

!

K

"文章编号#

!

.40.35275

"

,-.4

#

22370723-2

!!

自
.11.

年
S)>BMH

首次报道腹腔镜辅助结肠切除以来$腹

腔镜已成为结直肠良性疾病的首选术式&

.

'

#腹腔镜结直肠癌

手术与传统的开腹式手术相比可一定程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对患者术后免疫功能和生理反应的抑制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

,35

'

#然而在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日渐成熟的今天$仍然

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相关文献&

,34

'报道由于切口保护不好$

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率可达
7$7/

!

0$-/

$其中争论的热点以腹腔镜手术后切口肿瘤种植问题为

主#有报道&

1

'显示标本取出口接触"挤压肿蝊(尤其是
!2

以

上分期)可能导致癌细胞种植$造成
,/

!

7/

的切口癌细胞种

植率$是开腹手术的
2

!

7

倍#因此术中如何遵循无瘤技术原

则$防止癌细胞种植$是手术医生面临的难题$也是患者顾虑腹

腔镜下手术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开展腹腔镜结直肠癌手

术$最大程度的降低肿瘤细胞在手术切口的种植等问题$笔者

对在本科室进行腹腔镜辅助小切口结直肠癌手术的
.--

例患

者进行了研究$比较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器和传统的器械及纱

布法对腹腔镜辅助小切口结直肠癌手术效果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以本院胃肠外科
,-.7

年
.

!

.-

月经

腹腔镜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直肠癌
00

例$结肠癌
,2

例$入选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
+-

例$男
,2

例$

2707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7+

卷第
22

期



女
,0

例$平均(

75$,m,+$0

)岁#试验组
+-

例$其中男
,4

例$

女
,7

例$平均(

74$+m,4$5

)岁#两组在年龄"男女构成比等方

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患者纳入标

准!(

.

)腹腔镜辅助小切口结直肠癌手术的患者%(

,

)首次手术%

(

2

)择期手术患者#患者排除标准!(

.

)中转开腹手术患者%(

,

)

合并有其他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如严重的心"肝"肾功能不

全等)#

表
.

!!

腹腔镜辅助小切口结直肠癌手术

!!!

患者的临床资料'

(8.--

(

组别
(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诊断

直肠癌 结肠癌

对照组
+- 2, .5 +5$4m+$-2 72 0

试验组
+- 20 .2 ++$0m7$4. 27 .4

9 .$.41 .$5,- 2$4.7

! -$250 -$.-, -$-+0

!$#

!

方法
!

对照组在做标本取出腹部小切口时采用传统的拉

钩及纱布辅助暴露视野$试验组在做标本取出腹部小切口时使

用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撑开视野#

!$"

!

观察指标
!

两组均记录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切口

感染率"二次手术率#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P@@.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以
Fm=

表示$组间比较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通过临床试验发现$试验组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器后手术

术中出血量降至(

2-$7m,$.+

)

FO

$手术时间有了明显的缩短$

术后的切口感染率及二次手术率均有了明显的下降$具体结果

详见表
,

#

表
,

!!

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后效果比较'

(8.--

(

组别
(

术中出血量

(

FO

)

手术时间

(

FN*

)

术后切口

感染率(

/

)

二次手术率

(

/

)

对照组
+- 47$4m0$44.5+$-m,2$,, 5 4

试验组
+- 2-$7m+$.+.42$7m,+$.2 - -

9

*

!

,

.7$... ,$17. 4$25- 7$,14

! -$-.- -$-.4 -$--0 -$-,1

"

!

讨
!!

论

!!

在日本和韩国$腹腔镜及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手术的普及

率约为
+-/

$在欧洲约
2-/

$在美国和中国的个别结直肠外科

中心腹腔镜结直肠手术可占所有结直肠手术的
5-/

!

1-/

$

,--1

年卫生部医疗服务标准专业委员会也已制定了.结直肠

癌诊断和治疗标准/

&

.-

'

$其中亦纳入了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作

为治疗的标准方案之一#作为手术室护士$如何更好地配合医

生做好该类手术$探索最大限度的辅助降低该手术方式带来的

不利因素$将会是手术室护理人员面临的一大临床课题#

通过此次研究笔者发现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有以

下优点!(

.

)减少切口肿瘤细胞种植#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

主要成分是硅胶薄膜$硅胶薄膜无渗透性$弹性橡胶环能紧密

附着在壁层腹膜上$因而能有效地防止手术过程中腹腔内肿瘤

细胞脱落后种植在手术切口上$避免了手术切口的植入性肿瘤

复发&

..

'

$不使用纱布"拉钩等器械和物品也防止了肿瘤细胞随

着手术用物的转移而播散$二次手术率也有了明显降低%(

,

)保

护切口$减少切口感染的概率#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的使用

避免了切口周围皮肤的细菌污染$给术者提供了一个无菌"安

全"无瘤的手术环境$同时$由于一次性切口保护器的管径(硅

胶薄膜)光滑$可以避免手术过程中使用其他物品暴露视野时

对切口因操作造成的组织损伤$减少了术中出血量$能有效地

保护切口$降低了术后切口感染率%(

2

)切口暴露持续充分#一

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有定高和变高两种$使用时术者可以利用

橡胶环的弹性和可变形能力撑起腹壁$并可以通过翻转管道薄

膜调整管径高度$且拉力均匀而持续$实现了术中视野的自行

调节%(

7

)节省人力物力$方便适用#传统的暴露视野方法一般

需要专人拉钩$既耗费了人力又有可能会阻挡主刀医生的视野

及操作$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则无需专人拉钩$使用起

来方便易调整%(

+

)有利于取出标本后的气腹重建#取出标本

后气腹重建时可以不用关闭切口$用一只无菌手套套于牵拉外

环上$固定于腹壁皮肤上$即可形成一个密封的气腹重建环境$

可以继续气腹进行镜下操作$省去了关闭切口等繁琐的步骤$

缩短了手术时间$也减少了对切口的损伤#

由此可见$一次性切口保护牵开器应用在腹腔镜结直肠癌

患者的手术治疗中$便捷实用$能有效防止肿瘤细胞的种植和

降低术后切口感染率$减少出血$提高了手术质量和疗效$具有

良好的临床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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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妇膳食营养状况调查分析

张
!

蓉.

!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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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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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妇幼保健院产科
!

7-5---

'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儿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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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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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合理的营养是胎儿正常生长发育的保证$孕妇膳食是

否平衡合理$对妊娠的结局和胎儿的发育至关重要#为了解涪

陵区孕妇膳食营养状况$加强孕期营养指导$作者对
,-.+

年
.

!

7

月来本院产前保健孕期营养门诊接受孕期营养检测的
1.1

名孕妇进行了分析#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选取
,-.+

年
.

!

7

月在本院产前保健孕期营养门

诊接受孕期营养检测的
1.1

例孕妇$经
=

型超声波检查确诊为

单胎$无孕期并发症$年龄
.1

!

25

岁$均从事轻体力劳动$孕前

体质量指数(

=(a

)

.5$+

!

,2$1?

R

*

F

,

#孕早期
,5-

例(

.2

e4

周)$孕中期
+-.

例(

.7

!

,0

e0周)$孕晚期
.25

例(

,5

周以后)#

!$#

!

调查方法
!

采用
,7A

回顾法&

.

'

$借助食物模型$由营养

师仔细询问孕妇$详细记录孕妇所摄入的食物种类及数量$利

用北京四海华辰科技有限公司营养软件进行计算分析$得出每

位孕妇的膳食营养评价报告$并与中国营养学会
,-.2

年版推

荐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

%DaH

)孕妇参考摄入量进

行比较&

,

'

#

#

!

结
!!

果

#$!

!

孕妇膳食营养素摄入量
!

见表
.

#

表
.

!!

膳食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

项目
蛋白质

(

R

)

脂肪

(

R

)

热量

(

?>);

)

钙

(

F

R

)

碘

(

$

R

)

铁

(

F

R

)

锌

(

F

R

)

维生素
#

(

F

R

)

维生素
=.

(

F

R

)

维生素
=,

(

F

R

)

维生素
P

(

F

R

)

维生素
K

(

F

R

)

供给量标准
5- 0- ,0-- .--- ,2- ,+ .4$+- 1-- .$+- .$0- ,+ .--$--

实际摄入量
+.$+1 +,$51 .+77 7.+ ,-4 .5$+, .4$77 +00 -$4, -$,5 ,-$7- +5$4-

达到供给量标准(

/

)

47$+- 00$++ 07$-- 7.$+- 51$+1 17$4 11$47 47$.. 7.$22 .4$07 5.$4- +5$4-

#$#

!

三大营养素所占能量百分比
!

见表
,

#

表
,

!!

三大营养素所占能量

类别 摄取量(

R

) 热量(

?>);

) 能量百分比(

/

)

蛋白质
+.$+1 ,-4 .2$,4

脂肪
+,$51 704 2-$42

碳水化合物
,.5$-- 50, +4$..

总计
2,,$75 2,7+ .--$--

#$"

!

膳食成分"能量"蛋白质来源!谷类
,5$2.

R

(

+7$50/

)"豆

类
1$+,

R

(

.5$7+/

)"动物类
0$4+

R

(

.7$,2/

)"奶及蛋类
4$..

R

(

..$57/

)#

"

!

讨
!!

论

"$!

!

孕妇膳食营养素摄入量评价
!

调查显示孕妇摄入的能

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未达到
,-.2

年版推荐的中国居民

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

%DaH

)中孕妇参考摄入量"供给量标准#

营养素摄入量不足$如不及时纠正$将会极大影响孕妇及胎儿

的身体健康&

2

'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孕妇维生素缺乏会造成胎

儿神经管畸形"早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婴儿出生体质量过

低$加重早孕反应$产妇分娩时子宫收缩乏力$产程时间延长$

增加分娩时的困难"胎盘早剥&

7

'等$过量可引起中毒#产生营

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

0-/

以上的孕妇怀孕后就辞职在

家休养待产$每日活动量小$基础代谢率偏低$偏食$大豆"杂

粮"叶类蔬菜摄入量和种类不足%其次孕妇及家属对平衡合理

膳食认识不足$有营养误区$很多孕妇认为吃水果能代替蔬菜$

吃面食就是杂粮$喝大骨汤和鱼汤能补钙$却很少有人知道喝

牛奶"吃大豆类食物和增加户外活动来补充钙的摄入量$特别

早期孕妇表现更明显#按照合理营养$平衡膳食要求$孕妇每

日摄入奶类
2--

!

+--

R

$鱼"禽"肉"蛋类
,--

!

,+-

R

$完全可以

满足蛋白质摄入量%新鲜绿叶蔬菜
7--

!

+--

R

$新鲜水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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