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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肿瘤患者中
89N

至少采用一次放射治疗

%简称放疗'

#

3

$

!放疗的主要作用是限制肿瘤细胞的

生殖潜能&通过细胞凋亡"坏死"突变"衰老等来诱导

细胞自噬#

;

$

!放疗不仅杀死肿瘤细胞&对肿瘤细胞周

围的正常细胞和相关组织也造成损害#

!

$

!尽管放疗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患者仍然遭受放疗

带来的并发症&如口干"舌活动不灵"张口困难"牙龈

萎缩"下颌关节僵硬"颈部活动受限等#

#"7

$

&对这些并

发症进行早期的临床干预&可提高头颈部放疗患者的

生活质量&尤其是
!

个月后的生活质量#

<">

$

!许多有

效的方法被应用于临床&但是最终效果却不尽如人

意&主要由于大部分患者在接受干预后会遗忘其中

#9N

!

89N

的信息&且记住的信息中接近一半是错误

的#

39

$

!微信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双向沟通方式&医

务人员可通过它为患者提供疾病相关知识和诊疗相

关信息&患者也可通过微信进行效果反馈和问题咨

询#

33

$

&如此反复可提高患者对信息的记忆!回授法可

提高患者对干预信息的正确理解#

3;

$

!回授法是指患

者向干预者叙述宣教内容或疾病信息的关键点#

3!

$

&是

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林郁清等#

3#

$的研究表明回授法

可极大地提高头颈部肿瘤患者口腔功能锻炼的正确

性和有效性!临床应用回授法也可降低患者的再入

院率#

3;

$

!微信联合回授法可强化二者的优势并可进

行短板互补&从而提高患者对干预内容及疾病信息的

记忆与正确理解!本研究将微信联合回授法应用于

头颈部放疗患者功能锻炼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某三甲医院肿瘤科和放疗科共

7

个病区
;937

年
3L>

月的
79

例头颈部初次放疗患

者为对照组&

;937

年
39

月至
;93<

年
7

月的
79

例头

颈部初次放疗患者为试验组!纳入标准)%

3

'具有一

定的理解力和沟通能力(%

;

'知情同意并愿意参加本

研究(%

!

'可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微信(%

#

'初次行头颈

部放疗(%

4

'

TME

评分
79

分以上!排除标准)%

3

'有

精神病史(%

;

'肿瘤晚期及恶病质(%

!

'合并多脏器功

能受损!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93<9!

'!

!:"

!

方法

!:":!

!

试验组
!

%

3

'录制头颈部放疗功能锻炼视频!

整个视频的录制全程采用简单"易懂的话语!在录制

的视频中将会说明头颈部患者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录

制的视频由放疗科医生及护士长共同审核!视频由
!

名成员负责录制&

3

名经过培训的护士进行完整功能

锻炼演示&

3

名护士进行解说&另
3

名护士负责录制!

头颈部功能锻炼有以下
<

节!

*

张口运动)张口运动

;99

!

!99

次*天&每次尽量张开上下颚&增加口弓或切

齿的距离&防止张口困难!或者患者可依据自身张口

大小选择合适的木质口塞&逐渐选择大号口塞&已达

到张口运动的目的&防止张口困难!

+

鼓腮运动)闭

住口唇向外吹气&使腮部鼓起&每日
;

!

!

次&每次不

少于
;9

下&同时用手掌轻轻按摩腮部和颞颌关节&预

防颞颌关节及其周围肌肉组织的纤维化!

,

锉齿咬

合运动)上下齿轻轻叩击%或咬牙'&每日
;

!

!

次&每

次
399

下左右&最后用舌舔牙周
!

!

4

圈&以坚固牙

齿&锻炼咀嚼肌!

-

弹舌运动)微微张开口&舌头在口

腔里弹动&发+哒哒,的响声&能使舌头在口腔里运动&

每日
;

次&每次不少于
;9

下!防止舌头"口腔黏膜"

咀嚼肌发生退化现象!

2

漱口运动)每次进食后用温

水%

!4

!

#9i

'漱口&注意要充分含漱%

3

!

!+'(

'&鼓

吸结合%鼓腮"吸吮'&清除齿缝间食物残渣&达到爽口

洁齿目的!

3

咽津运动)经常做吞咽动作&使津液下

咽&以减轻口舌干燥&运动舌头"牙齿"腮部的肌肉&防

止口腔功能退化发生吞咽困难!

4

摇头运动)头前

屈"后仰及头部旋转运动%伴有重度高血压"颈椎病患

者慎做'&早晚各
3

次&每次
39

!

;9+'(

&预防颈肩部

肌肉纤维化!%

;

'微信联合回授法的实施!放疗前责

任护士对已确定行头颈部放疗的患者邀请扫描自己

的微信二维码&患者加入责任护士的微信后&就可以

观看责任护士发送的关于头颈部放疗功能锻炼的视

频"图片"文字"语音等(患者可随时随地打开微信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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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习&如有不理解&可及时向责任护士进行咨询!

护士也会在患者放疗前结合视频进行详细地讲解每

一个运动步骤及其注意事项!放疗中患者自行观看

视频&护士不定期地检查患者功能锻炼的情况及正确

性!放疗结束后
!

个月内护士对患者继续进行头颈

部功能锻炼方法的督导及检查!

在患者放疗前"放疗中及放疗结束后
!

个月内&

护士都会对患者进行回授法&以确保患者头颈部功能

锻炼方法的正确性!回授法具体实施分为
!

个步骤!

%

3

'评估患者对头颈部功能锻炼方法的掌握程度)护

士选择合适的称呼&以柔和的语调询问患者+为明确

我是否将头颈部功能锻炼的方法向您讲述清楚&请您

按照刚才我结合视频教您的方法&独自做一遍,&+您

知道这
<

节运动中&每节运动的重点注意事项吗-,&

+这
<

节运动&每节运动每天做多长时间"多少次-,!

%

;

'聚焦患者未掌握的部分)当患者的演示及宣教内

容正确时&护士应及时给予肯定与鼓励&+非常不错&

头颈部功能锻炼的方法您基本都已掌握&视频您也看

得非常熟悉了&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将

放疗的并发症降到最低,!当患者演示的内容有偏差

时&护士及时给予指导&+我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这

步是这样的
::::::

%让我再给您讲述或演示一遍或再

看一下视频',&患者的动作未做到位或错误时&护士

应手把手地教患者进行准确的练习!%

!

'再次评估)

请患者重新演示先前错误的地方&评估是否正确&防

止再次错误&并再次询问患者+您还有哪些地方有困

惑%或疑问'的吗-,

!:":"

!

对照组
!

放疗前&责任护士对已确定行头颈

部放射治疗的患者&提供头颈部放疗功能锻炼的视

频&护士进行简单的讲解及演示&后面主要是患者自

行观看学习(放疗中&护士不定期的检查患者功能锻

炼的情况并予以指导(放疗后&在患者放疗结束后
!

个月内&护士至少每月
3

次电话随访&询问患者是否

出现放疗后新的并发症&并继续督导患者进行功能

锻炼!

!:":#

!

效果评价
!

主要的评价指标包括头颈部功能

锻炼的准确性及并发症的发生!头颈部功能锻炼准

确性判断标准如下)包括具体示范及口述两部分&具

体示范
<

个运动&每个运动
39

分&共
<9

分(口述包括

功能锻炼的重要性"注意事项"持续时间及频次&每条

39

分&共
!9

分!患者所得分数在
!9

分以下为+差,&

!3

!

49

分为 +欠佳 ,&

43

!

<9

分为+一般,&

<3

分以上

为+佳,!并发症主要包括)口干"舌活动不灵"张口困

难"牙龈萎缩"下颌关节僵硬"颈部活动受限!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MEE3>:9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F%(("d5'.(*

-

9

检验&以
!

$

9:9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肿瘤部位"病理分期及照射次数和照射总剂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94

'&见表
3

!本研究结束

后试验组
;

例流失&其中
3

例死亡&

3

例举家搬迁外

省(对照组无流失!

表
3

!!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项目
对照组

%

%P79

'

试验组

%

%P79

'

$

*

!

;

!

年龄%

"=#

&岁'

4;:8;=33:38 4!:4<=39:8# 9:!;4 9:<9!

性别%

%

'

9:!;4 9:8!>

!

男
47 44

!

女
# 4

文化程度%

%

'

9:4!7 9:<;<

!

小学及以下
!# !!

!

初中至高中
;9 ;9

!

大专及以上
7 <

肿瘤部位%

%

'

3:48# 9:78!

!

鼻咽部
#7 #<

!

口咽部
3 ;

!

喉咽部
3! 33

病理分期%

%

'

9:4#; 9:7<!

!"

期
7 8

!#

期
;# ;<

!$

期
!9 ;4

照射次数%

"=#

&次'

!;:3#=3:4; !3:37=3:9; 9:#<! 9:8#;

照射总剂量%

"=#

&

@

-

'

7;:7<=8:!7 7!:<#=8:;! 9:8># 9:7!>

表
;

!!

两组患者头颈部功能锻炼的准确性!

%

"

N

#$

组别
%

差 欠佳 一般 佳

试验组
48 4

%

8:7

'

33

%

3>:9

'

34

%

;4:>

'

;<

%

#7:4

'

对照组
79 3#

%

;!:!

'

;9

%

!!:!

'

;#

%

#9:9

'

;

%

!:!

'

< L#:8>>

! 9:999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

"

N

#$

组别
%

口干 舌活动不灵 张口困难 牙龈萎缩 下颌关节僵硬 颈部活动受限 合计

试验组
48 3

%

3:<

'

3

%

3:<

'

3

%

3:<

'

9 9 3

%

3:<

'

#

%

7:>

'

对照组
79 <

%

33:<

'

!

%

4:9

'

#

%

7:<

'

9 3

%

3:<

'

3

%

3:<

'

37

%

;7:<

'

& >:8;<

!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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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头颈部功能锻炼的准确性
!

试验组患者头颈部

功能锻炼的准确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94

'&见表
;

!

":#

!

并发症发生情况
!

试验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94

'&见表
!

!

#

!

讨
!!

论

!!

在为头颈部放疗的患者进行功能锻炼指导时&传

统的方法是护士单方面的说&不管患者有没有理

解#

34

$

&这种方法只注重+我做了,&却忽略了做的效果(

其次&护士向患者反复进行宣教的频次较少&使患者

很容易对宣教的信息进行遗忘!而本研究采用微信

联合回授法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干预&微信可保存聊天

记录"图片"视频#

37

$

&当患者对功能锻炼的内容淡忘或

不清楚时&可随时随地浏览巩固&以加强信息记忆的

效果!周海燕等#

3<

$的研究表明&在全髋关节术患者的

功能锻炼中应用微信&可加强患者对功能锻炼信息的

掌握!俞红丽等#

38

$的研究也表明&将微信应用于脑卒

中患者的功能锻炼中&可提高患者功能锻炼的正确

性!回授法是一种双向沟通交流的方式&其目的是评

估患者是否正确理解信息&从而将患者错误理解信息

的风险降到最低#

3>";9

$

!回授法不仅有效地巩固患者

已掌握的信息&而且将错误的或存在偏差的信息及时

反馈给护士&护士对有错误或偏差的信息进行纠正及

再评估&形成闭合环&直至患者准确地掌握理解#

;3";!

$

!

在实施回授法过程中&护士应将患者错误信息出现的

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讲述清楚&这样才能将回授法的

作用发挥到最大#

;#

$

!通过不断的提问和反馈&可以避

免患者对关键信息的遗忘&加深对宣教内容的理

解#

;4

$

&从而提高患者功能锻炼的准确性!本研究中试

验组功能锻炼的准确性为+佳,的患者占
#7:4N

&对照

组仅为
!:!N

!林郁清等#

3#

$的研究也证明&将视频宣

教结合回授法应用于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口腔功能

锻炼中&可提高患者功能锻炼的准确性!

本研究中试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94

'&这与试验组患者长期

坚持正确的头颈部功能锻炼密不可分!护士将患者

以朋友的身份添加为微信好友&使患者更加信任护

士&因此&患者就会对护士交代的功能锻炼注意事项

倾注更多的精力去牢记&患者功能锻炼的依存性也会

大大提高!护士在患者放疗结束后的
!

个月内&继续

通过微信和患者联系&为患者解答疑惑&并且不定期

的通过回授法及时发现患者功能锻炼中的偏差并进

行及时纠正&从而使患者始终正确掌握功能锻炼的方

法&降低并发症的发生&这与陈建华等#

;7

$的研究结果

一致!

微信联合回授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对

头颈部功能锻炼及其注意事项的反复巩固&一方面避

免了患者信息理解错误的风险&另一方面避免了随时

间的延长患者将功能锻炼的方法淡忘!但本研究也

存在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及人员有限&本研究选择的

样本量较小&院后随访的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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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医学诊疗护理模式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和

认知功能康复的影响研究'

廖薇薇!陈日玉!张和妹!黄
!

燕!罗丽芳!吴小丽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海口
4<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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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743

!文献标识码$

!

0

!文章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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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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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

!!

急性脑梗死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及多发病&约占

所有脑血管病的
79N

&在临床上具有高发病率"高致

残率"高病死率等特征&从而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

3";

$

!尽管急性脑梗死的诊疗技术得到不

断提高&病死率有所下降&但高致残率并未得到根本

改善!现代研究表明急性脑梗死可造成脑组织的破

坏&导致患者精神异常"自我照顾能力下降"肢体活动

障碍"吞咽功能异常等诸多问题&对于护理的要求也

比较高#

!"#

$

!当前我国多数急性脑梗死患者及家属对

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偏低&而多数疾病都没有明确的

或惟一的病因&采用单一专科治疗与护理难以取得比

较好的效果&为此护理模式亟待改进和探索#

4"7

$

!整

合医学是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

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合&以人体全

身状况为根本&并根据环境"心理等进行修整"调整&

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8

$

!同时其不仅需要将与生命相

关各领域最先进的医学发现加以整合&而且要求将专

科最有效的临床经验加以整合#

>"39

$

!本文探讨了整合

医学诊疗护理模式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和认知功

能康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933

年
8

月至
;937

年
33

月选择在

本院诊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88

例为研究对象&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纳入标准)按照中华医

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急性脑梗死患

者诊断标准&并经
0S

"

FRC

等影像学确诊(格拉斯哥昏

迷量表%

@0E

'评分
!

!

3!

分(首次发病(家属对本研究

知情同意(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有精神

疾病史"痴呆病史或聋哑人(心肝肾功能不全者(恶性肿

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妊娠与哺乳期妇女!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发病至治疗时间"

@0E

评分"体质量指数"合

并疾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94

'&见表
3

!

8<#!

重庆医学
;938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基金项目)

;939

年度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393;3

'!

!

作者简介)廖薇薇%

3>8;L

'&主管护师&本科&主要从事神经外科护理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