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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癌是喉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目前手术切除仍是治疗方

法的首选&

-

'

$由于此类手术创面大#并发症较多+同时喉切除

在不同程度上损伤了发音%呼吸及防护功能#使患者生活质量

受到极大的影响#因缺乏疾病和手术相关知识会出现焦虑%恐

惧心理&

!

'

$而目前对于喉癌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方面#缺乏全

面%全程规范的教育模式及出院后的延续服务#导致健康教育

效果不理想$

'*:)

循环是美国管理学家戴明提出的#已经成

为护理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

'

$为了探讨
'*:)

引导的健康

教育改良模式在喉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本科对喉癌患者实施

'*:)

循环引导的健康管理模式#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6-,

年
/

月至
!6-/

年
8

月入住本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住院部两个病区的喉癌患者$纳入标准,!

-

"

病理检查确诊为喉癌+!

!

"行全喉切除术%部分喉切除术%区域

性或根治性颈淋巴结清扫术+!

%

"无认知及精神障碍+!

,

"具有

一定听说读写能力#可对调查问卷正确理解和填写者+!

8

"患者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身体其他部位出现原发恶性肿瘤+

!

!

"半年内癌症复发或转移+!

%

"患有严重的内科系统疾病$符

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6

例$其中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27

岁#平均
/6.8

岁+全喉切除
-7

例#部

分喉切除
7!

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

例#高中
%/

例#初中

及以下
,%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方面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6.68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采取传统的健康教育模式#即责任护士对

患者进行常规的口头宣教#包括入院宣教%检查项目的介绍%疾

病相关知识及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出院指导等$观察组采用

'*:)

循环引导的喉癌健康教育改良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

!

成立健康教育小组
!

由护士长%主管医生%责任组长等

骨干组成项目管理及实施小组$培训健康教育专职护士担任

组长#护理人员均进行
'*:)

管理知识%路径化健康教育和评

价标准的培训#均通过考核$

".#.#

!

计划阶段!

'

"

!

在临床实践及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医

护共同制定喉癌患者健康教育路径表!

:3'

"$按照患者从入

院到出院的顺序#包含从入院日%术前日%手术日%术后第
-

日%

康复期%出院日
/

个时间节点+内容包括,入院宣教%疾病相关

治疗%手术配合%术后管道护理%用药%饮食%活动%康复知识等$

制定自护手册及光盘$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

".#.!

!

实施阶段!

*

"

!

采用医%护%患及家属共同参与的(四

位一体)及自护技能指导前移的健康教育模式$教育方式,按

(评估
\

教育
\

反馈
\

强化
\

评价)的流程实施,包括一对一口

头讲解%实际操作示范训练%图文宣传%视听材料播放#多种方

式相结合$

".#.$

!

检查阶段!

:

"

!

责任护士自查#组长协作及督查#每阶

段评价教育效果+护士长进行健康教育质量终末评价$

".#.%

!

处理阶段!

)

"

!

针对健康教育实施效果进行汇总%分

析#调整健康教育计划#提出改进措施进入下一个
'*:)

循环$

".!

!

评价标准

".!."

!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
!

采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

!

G1:)

"

&

,

'对喉癌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评价#该量表

:RL>]BO<iS

"

系数为
6.968

$包含
,%

个条目#分为
,

个维度#

即健康知识水平%自我责任感%自我概念和自我护理技能+每个

条目分值为
6

#

,

#总分为
-2!

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护理能

力越强$重测该量表的
:RL>]BO<mS

"

系数为
6.297

#效度为

6.7!%

$两组患者均由责任护士在健康教育前以及出院后
%

个

月复查时填写调查问卷#对喉癌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评

价$共发放问卷
-66

份#回收
-66

份#有效回收率
-66&

$

".!.#

!

满意度
!

采用
b<LKBS

等&

8

'研制出的纽卡斯尔护理服

务满意度量表!

3131

"中的一个子量表!

13:1

"对满意度进行

测量#

13:1

量表主要了解患者在住院期间对护理服务的满意

度情况#共包含
-9

个条目#采用
XIW=RE8

级评分法#其中非常

不满意
-

分#不满意
!

分#一般
%

分#满意
,

分#非常满意
8

分$

最终得出分数并进行百分制转换$满意,

$

76

分#基本满意,

/6

#

76

分#不满意,

'

/6

分$满意度
_

!满意例数
(

基本满意

例数"*总例数
-̀66&

$出院前
-

天由组长发放调查问卷#共

发放问卷
-66

份#回收
-66

份#有效回收率
-66&

$

".!.!

!

并发症发生率
!

比较两组患者感染%脱管!气管导管%

胃管%尿管%伤口引流管%镇痛泵"%气管内套管阻塞的并发症情

况+均通过查阅病历获取资料$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6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

采用频数表示#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f$

表示#采用

配对
%

检验$以
&

'

6.6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的比较
!

观察组和对照组出

院后健康知识水平%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我护理技能得分

均明显高于教育前!

&

'

6.68

"#可见健康教育对于提高患者自

我护理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观察组和对照组在自我护理能

力总分和
,

个方面分别评分可知#出院后得分观察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

&

'

6.68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

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满

意度结果可知#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

!

_,.796

#

&_

6.6!2

"$见表
!

$

-!6,

重庆医学
!6-2

年
-6

月第
,/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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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的比较$分'

#f$

%

组别
!

健康知识水平

教育前 出院后

自我概念

教育前 出院后

自我责任感

教育前 出院后

自我护理技能

教育前 出院后

总分

教育前 出院后

观察组
86 ,!.8-f,.7- ,/.%%f,.6%

B

!6./2f%.27 !8.-2f,.69

B

-,.92f!.!7 !!.7/f8.-2

B

!-.6!f%.!- !/.29f,.88

B

99.-2f--.68 -!-.-8f--.,8

B

对照组
86 ,-.92f,.27 ,%.7!f,.--

B

!6.7-f,.6- !!.2/f%.92

B

-8.-%f%.-- -9.6!f,.89

B

!6.27f%.%2 !!.87f%./%

B

97./9f-6.8/ -67.-7f-6.%7

B

% 6.8/ %.67 6.-7 !.99 6.!9 -8.,% 6.%/ 8.-- 6.!! 8.9%

& 6.82

'

6.6- 6.7/

'

6.6- 6.22

'

6.6- 6.2!

'

6.6- 6.7!

'

6.6-

!!

B

,

&

'

6.68

#与教育前比较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

$

&

%#

组别
!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86 ,-

!

7!.66

"

!

!

,.66

"

2

!

-,.66

"

,%

!

77.66

"

观察组
86 ,8

!

96.66

"

,

!

7.66

"

-

!

!.66

"

,9

!

97.66

"

#.!

!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观察组围术期的并发

症发生 率 !

-6.66&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

!7.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8.!/6

#

&_6.6!6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

&

%#

组别
!

感染 脱管 气管内套管阻塞 无并发症

对照组
867

!

-/.66

"

/

!

-!.66

"

,

!

7.66

"

%/

!

2!.66

"

观察组
86%

!

/.66

"

!

!

,.66

"

-

!

!.66

"

,8

!

96.66

"

!

!

讨
!!

论

!."

!

'*:)

引导的健康教育模式能提高患者自护能力
!

由表

-

中可见健康教育对于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具有积极的意

义$

'*:)

循环构建的健康教育模式#规范了健康宣教方

式&

/

'

+有效指导护士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避免因护士的个体

差异对宣教结果产生的影响#保证了健康教育质量和同质化的

效果#因此可有效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

!.#

!

健康教育改良模式能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

患者满意度

作为护理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护理工作质量和成效进行了

有效反馈#因此管理者将满意度结果作为质量控制的指标进行

分析$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满意度结果可知#观察组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

&

'

6.68

"#可能与观察组实施
:3'

制订的个

性化健康教育方案#体现了人性化服务和优质护理服务的内

涵#做到了以(患者为中心)#对患者各个阶段进行评估#促进护

患沟通交流#有效保证了健康教育的落实#改变了护理人员被

动服务的意识#同时为患者提供明确的健康教育目标和任务#

促使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护理#消除紧张情绪#满足其健康需求

有关&

2

'

$

!.!

!

能有效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

研究显示#喉癌术

后感染!切口或肺部感染"#脱管!气管导管%胃管%尿管%伤口引

流管%镇痛泵"#气管内套管阻塞等并发症与护理密切相关&

7;9

'

$

表
%

中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观察

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

-6.66&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并发症

发生率!

!7.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68

"$可能与观

察组实施(四位一体)及自护技能指导前移的改良健康教育模

式有关#(四位一体)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模式由医%护%患共同参

与#家属协助的方式#调动了患者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自护技

能指导前移#即术后第
%

天开始指导患者进行自我护理$

dR=K

自我护理理论认为#自我护理能力是个体维护和促进身

心健康和发展而进行的复杂活动#拥有良好的自护能力能承担

自我健康责任#与张雪娟等&

-6

'报道的自护技能指导前移能显

著提高患者自护能力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对喉癌患者实施以
'*:)

循环引导的改良健

康教育模式#改进了传统的健康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使健康

教育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全程化$改良教育模式的实施#

保证了护理行为的同质性#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改善了

护患关系#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健康教育质量以及患者的自护

能力$由于本次研究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

量#完善健康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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