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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室
,-.+

年
2

月收治
2.

例急性白血病并发蛛网膜下

腔出血的患者$现将其护理情况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患者$女$

,.

岁$于
,-.+

年
2

月
4

日无明显诱因出现发

热$最高体温
7,j

$伴头昏"乏力"视物模糊$咳嗽$偶有双侧膝

关节疼痛等不适#当地医院查血常规!白细胞
.0-k.-

1

*

O

(其

余指标不详)$未予治疗#

7

月
.

日患者上述症状加重$并伴头

部胀痛"呕吐$外院诊断为急性白血病$给予羟基脲降白细胞治

疗#患者反复出现发热$体温最高
25$+j

$伴头痛"呕吐$烦躁

不安$遂于
,-.+

年
7

月
7

日收住本科室#入院后血常规示!白

细胞
.-4k.-

1

*

O

$血红蛋白
77

R

*

O

$血小板
20k.-

1

*

O

#骨髓

穿刺结果提示!急性髓系白血病
(+

型#头颅
K!

显示!蛛网

膜下腔出血#给予亚胺培南加替考拉宁抗感染"氨基乙酸注射

液止血$甘露醇降低颅内压$尼莫地平注射液解除血管痉挛$阿

糖胞苷联合羟基脲降白细胞等治疗#治疗后患者头痛"呕吐症

状减轻$复查
K!

显示出血吸收$无新发出血灶#

#

!

护
!!

理

!!

为了预防再出血$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在急性期

应绝对卧床休息
7

!

4

周&

.

'

$因此要加强皮肤护理$预防压疮#

患者化疗期间由于药物作用$造血及免疫系统受到严重抑制$

经过
+

!

..C

的粒细胞缺乏期$个体抵抗力急剧下降$容易于

出现诸多不良反应如感染"出血及消化道症状等$导致患者在

治疗期间情绪低落$焦虑恐惧而影响治疗的效果$甚而危及生

命$因此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

!

病情观察
!

患者持续心电监护监测生命体征$每
2-

分钟

监测血压
.

次$观察患者神志"瞳孔的变化#嘱患者绝对卧床

7

!

4

周$头部抬高
.+

!

,-n

&

2

'

$以增加脑部供氧#

#$#

!

预防再出血

#$#$!

!

该患者绝对卧床休息
5

周$教患者学会床上大小便$协

助翻身"动作轻柔$床头摇高
2-n

$持续头部冰敷&

7

'

$减轻头部出

血症状$减少脑血流量$降低颅内压#嘱家属尽量少搬动或不

搬动患者#

#$#$#

!

治疗
.

个月后$患者症状好转$复查头部
K!

显示血液

基本吸收$逐步抬高床头$让患者循序渐进从床上坐起
*

床上

站立
*

床下活动
*

室内活动&

+

'

#

#$#$"

!

合理膳食$患者诉大便干结$嘱患者多吃水果"蔬菜"多

饮水$饭后
.

!

,A

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按摩腹部
+FN*

$每天
,

!

2

次以促进肠蠕动#嘱患者切勿用力大便$必要时给予灌肠

或开塞露通便$保持大便通畅#

#$#$$

!

当血小板计数小于
,-k.-

1

*

O

时有自发出血的危险$

当低于
.-k.-

1

*

O

时易发生脑出血而死亡$密切观察患者皮

肤"黏膜有无出血点等出血倾向$嘱患者绝对卧床休息#

图
.

!!

蛛网膜下腔出血
K!

图像

#$"

!

预防感染

#$"$!

!

全环境保护
!

入住单人无菌层流床$病房每日紫外线

照射消毒
,

次$每次
2-FN*

$层流床及床围帘予以
.l.-

醋酸

洗必泰液每日擦拭$床单被套及患者衣物每日更换高温灭菌$

保持床上清洁"无碎屑$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患者家属不能与患

者同睡于单人无菌层流床内$日常生活用品一律不得带入$避

免交叉感染#

#$"$#

!

实施门禁系统
!

加强陪伴人员管理$限制陪伴人数$禁

止有感染性疾病患者进入病房$做好宣教$让患者及家属认识

.+07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7+

卷第
22

期



到因探视人员过多而引起交叉感染的严重性#启用门禁系统$

限制人员出入$减少病房及走廊人员流动#使患者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保持口腔卫生$餐前餐后注意保暖$避免过冷"过热$不

吃生冷或隔夜食物$以防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

#$$

!

皮肤护理
!

每天给予患者
.l.-

醋酸洗必液溶擦洗腋窝

及腹股沟等汗液易滞留的部位$及时处理患者的大"小便$并用

.l.-

醋酸洗必泰液擦洗会阴及肛门处$避免让患者直接坐或

卧于塑料布及橡胶制品上#协助患者翻身时$动作需轻柔$需

让患者身体慢慢抬起$不可有拽"拖"拉等可能产生摩擦力的动

作#患者因汗液或大小便污染的床单与衣物需及时更换$保持

床单的平整"干爽"清洁"无异物"无皱褶$饭前便后用爱护佳速

干洗手液洗手$保持指甲清洁"长短适中#

#$E

!

心理护理
!

白血病的治疗需要高额的费用$而且在化疗

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静脉炎$加重患者

心理压力&

435

'

#本例患者白细胞高达
.0-k.-

1

*

O

$并伴头胀

痛"呕吐等不适$因此患者出现焦虑"恐惧"抑郁"愤怒等情绪$

平时少言寡语不能主动表述自身不适$不配合治疗#情绪激动

易诱发再出血$保持病房安静"避光"固定陪伴人员$绝对避免

由于家属的过分紧张而引起患者情绪的波动$减少对患者的不

良刺激#治疗及护理时间集中$避免频繁询问或搬动患者#医

护人员进出病房动作轻柔$严禁在病房大声喧哗$给患者一个

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

"

!

讨
!!

论

!!

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病率高"病死率高&

1

'

$临床比较常见$主

要症状表现为恶心"头痛及呕吐等&

.-

'

#而且当患者出现并发

症时再出血的概率也明显增高&

..

'

#白血病并发蛛网膜下腔出

血有以下特征!(

.

)多数患者在活动中或精神兴奋"过度悲伤时

突然发病%(

,

)病情急"重%(

2

)免疫力低下$容易感染$呼吸道感

染和泌尿系感染较为常见&

.,

'

#与一般颅内出血表现不完全相

同的是急性白血病并发颅内出血(

aKQ

)临床表现复杂$止血困

难$病死率也明显高于一般的颅内出血$半数于出血后
,7A

内

死亡#

aKQ

是急性白血病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

aKQ

导致的

早期病死率高达
+-/

#所以急性白血病颅内出血的预防和护

理显得十分重要#

aKQ

是白血病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主要机制包括重度

血小板减少"高白细胞血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TaK

)和肝功能

异常等#

DBE)?

等&

.23.7

'认为!白细胞超过
.--k.-

1

*

O

和血小

板低于
,+k.-

1

*

O

是发生
aKQ

的临界点#因此给予以下护理

措施!严密观察意识"瞳孔"生命体征的变化%密切观察患者皮

肤黏膜有无出血点等出血倾向$嘱患者绝对卧床休持续心电监

护监测生命体征$监测血压波动情况$每
2-FN*.

次%血压维

持在
.+-

!

.4-

*

1-

!

.--FFQ

R

左右$血压过高使颅内压增高

引起再出血$过低引起脑供血不足诱发脑梗死#嘱患者绝对卧

床
7

!

4

周$头部抬高
.+n

!

,-n

#对于高白细胞患者$在药物治

疗的同时$嘱患者多饮水$三餐后用
+/D)K[

2

液漱口#实施

整体护理$患者为青年女性$患病后心理压力大$少言寡语$不

能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应加强心理疏导进行积极有效的沟

通$淡化护患角色定位$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使患者走出病痛阴

影#让患者入住洁净病房$启用门禁系统$加强宣教取得患者

及家属的支持和理解$告知过多陪护及家属对患者的不利影

响$严禁探视$限制陪护$要求患者及家属在门禁开放时间内出

入$对控制感染起重要作用#保持室安静"避光"避免探视$切

忌由于家属的过分紧张而引起患者情绪的波动$减少对患者的

不良刺激#治疗及护理时间集中$避免频繁询问或搬动患者#

医护人员进出病房动作轻柔$严禁病房大声喧哗"放映等$给患

者一个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单被套及患者衣物每日高温灭

菌"更换#每日紫外线消毒房间及卫生间
,

次$每次
2-FN*

#

定时调整层流床风机开关$持续净化空气&

.+

'

#医护人员接触

患者前用速干手消毒液洗手
2

次#

综上所述$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表现为贫血"出

血"感染及组织浸润$目前化疗是治疗白血病的最常见方法之

一$蛛网膜下腔出血是大脑表面血管破裂导致血液进入蛛网膜

下腔#本病发病急"病情重"易反复出血"病死率高#因此$采

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来降低患者感染率"预防再出血"减少并发

症$进而减轻患者痛苦$延长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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