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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

年与
:>01

年
8%46&%CC

和
Q%S/

+BC

就提出低血糖是新生儿常见疾病#会造成神经

系统损伤与危害%

:

&

#其危险因素与低体温'早产儿'低

出生体质量儿'喂养不当'孕母糖尿病等有关%

$

&

$研

究亦报道新生儿低血糖症发病越早'程度越重'存在

时间越长#越易造成新生儿智力低下'脑瘫等中枢神

经系统的永久性损害%

0

&

$因此#掌握新生儿血糖检测

值在临床工作中尤为重要#对高危儿的血糖干预逐渐

成为常规$而照顾新生儿的医护人员对于影响血糖

值相关因素的认知#更与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高质量

护理密切相关$

有研究显示#生化血糖值受医院环境'医护人员

及患者状况中的血标本采集'放置时间'放置温度'送

检'检验'疾病状况等各环节因素的影响%

</,

&

#而快速

血糖仪也受仪器的特性和使用者的原因等因素影

响%

<

#

-/1

&

$护理实践需要科学依据的支持#但传统的护

理工作以习惯行为'护理经验等为主#这种缺乏科学

依据的决策在临床实践中所占比例高达
3,;

#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健康%

3

&

$有研究显示#采血及检测

方法不规范%

>

&

#操作人员操作不熟练或应用的仪器不

适当与血糖结果的不准确有关%

:"

&

$血液检查属于医

疗照护风险中的一环%

::

&

#因此#医护人员的认知程度

对临床是否可获取准确的血糖值密切相关$然而国

内外探讨医护人员对于影响新生儿血糖值准确度相

关因素认知的研究文献相当少见%

:$/:<

&

$为避免临床

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血糖值的准确度#进而影响

新生儿照护安全与质量#本研究拟对涉及新生儿照护

的儿外科'新生儿科医护人员进行血糖检测相关认知

进行研究$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1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以

方便取样法对贵州省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新生儿科'

儿外科正式注册医护人员共计
,"

人进行问卷调查$

纳入标准*!

:

"在所调查科室工作大于或等于
0

个月(

!

$

"负责新生儿相关照护的医护人员(!

0

"自愿参加本

研究$

>#?

#

方法
#

本研究问卷由整合相关文献考查结果及

专家意见#经修改后拟出问卷初稿$专家效度由新生

儿科主任医师'护士长与检验科主任技师等专家检视

问卷内容之相关性'正确性及适用性#审查订正讨论

后编成正式问卷$在专家效度的计算采用
<

分法#专

家评分为
:

分及
$

分的问题予以删除#

0

分及
<

分采

用$问卷总体分数为
:<3

分#问卷内容项目的总体效

度指标!

*R?

"为
"#33

#量表的内在一致性
*KUL9=ZH

=J

[

H=ZUFNNXZXFLG

为
"#>:

$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职称'文化程度等$新生儿血液标本中血糖值

准确度相关影响因素的认知*包括患者因素!

3

项"'医

护人员因素!

$0

项"'环境因素!

-

项"#共计
01

个项

目$问卷采用
'X_FKG,

分量表勾选#均为正向题目#

,

分为非常同意'

<

分为同意'

0

分为没意见'

$

分为不同

意'

:

分为非常不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影响血糖值准确

度相关因素的认知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研究采用横断式描述性设计#由相关科室护士长

协助发放问卷至每位医护人员$调查问卷表包括问

卷说明书'个人基本资料'调查问卷
0

部分$所有问

卷采取不记名作答#由被调查者独立填写#填答完毕

将问卷置入信封内封口#以确保填答隐私#再由研究

者亲自回收$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

!医生
-

人'护士
<0

人"#有效回收率达
>3;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5DD$$#"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以描述性与推论性统计的百分比'平均值'标准

偏差'

9

检验'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与单因子变异数分

析来呈现医护人员在相关因素的分布情形'个人基本

资料与其认知及
0

个相关因素结构面间的相关性$

?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研究对象大多为女性#中位年龄

0$#"1

岁#见表
:

$

?#?

#

新生儿血液标本中血糖值准确度相关影响因素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1

卷第
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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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分布
#

见表
$

$

?#@

#

个人资料对影响血液标本中血糖值准确度相关

因素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

-医护人员的平均每班照护

患者数.对-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年资对其知晓

生化血糖值与快速血糖值的差异性有影响.的认知有

影响%

M

!

:

#

<-

"

!$#,3<

#

!!"#"$1

&$-有患者检验值

误差经验.的医护人员对-就职不同科室能否采取正

确的采血方式有影响.的认知有影响%

M

!

:

#

<,

"

!

<#,10

#

!!"#"0>

&$-曾有过患者生化血糖值与快速

血糖值误差经验.的医护人员对-血液标本抽取部位

对血液标本中血糖值准确度有影响.-医护人员就职

不同科室对其规范采集血标本有影响.-新生儿科医

护人员的专业层级对其正确规范执行采血医嘱有影

响.的认知有影响%

M

!

:

#

<,

"

!-#"0:

#

!!"#":3

&'%

M

!

:

#

<-

"

!-#,3"

#

!!"#":<

&'%

M

!

:

#

<-

"

!,#3:"

#

!!

"#"$"

&$

表
:

##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

(

"

百分比

!

;

"

项目
人数

!

(

"

百分比

!

;

"

年龄!岁" 文化程度

#

$<

!

0" $< <3#>3

#

大专
:< $3#,1

#

0:

!

<" :3 0-#10

#

本科
$> ,>#:3

#"

<" 1 :<#$>

#

硕士及以上
- :$#$,

年资 照护患者数

#

:

!

,

年
:3 0-#1,

#

:

!

-

人)班
:" $"#<:

#

-

!

:"

年
:, 0"#-:

#

1

!

:"

人)班
:3 0-#10

#

::

!

$"

年
:" $"#<:

#

::

!

:,

人)班
:: $$#<,

#"

$"

年
- :$#$<

#

:-

!

0"

人)班
:" $"#<:

职称 检验值误差经验

#

初级及以下
0- 10#<1

#

是
0< ->#0>

#

中级
:" $"#<:

#

否
:, 0"#-:

#

高级
0 -#:$

生化与快速血糖值

误差经验

主要上班班别
#

是
0< ->#0>

#

白班
:- 0$#1

#

否
:, 0"#-:

#

晚夜班
00 -1#0

表
$

##

新生儿血液标本中血糖值准确度相关影响因素认知的分布情况%前
0

位&

项目 非常同意!

(

" 同意!

(

" 百分比!

;

"

患者因素

#

血标本抽取时间对血糖值有影响
$, :3 31#1"

#

新生儿接受手术与否对血糖值有影响
$" :1 1,#,:

#

不同疾病对血糖值准确度有影响
:: $, 10#<1

医护人员因素

#

专业知识对采用正确的采血方式有影响
$1 :0 3:#-0

#

检验相关知识的岗前教育对正确执行采血医嘱有影响
:1 $: 11#,,

#

检验相关知识的岗前教育对采取正确的采血方式有影响
$0 :$ 1:#<0

环境因素

#

血标本存放温度对血糖值准确度有影响
$3 :0 30#-1

#

血标本存放湿度对血糖值准确度有影响
$< :1 30#-1

#

血糖试纸相关因素对快速血糖值有影响
$: $0 3>#3"

@

#

讨
##

论

##

每班照护患者数对于生化血糖值与快速血糖值

的差异性有所影响的认知#凸显患者与医护人员比例

的重要性$尤其许多科室对于血糖相关疾病族群连

续性血糖监测大多由快速血糖仪来执行#因此对两种

数值差异性的认知#以及照护人力充足与否之间的关

联性应有所加强$

患者检验值出现误差的经验与认知到不同科室

能否采取正确的采血方式有所影响的结果更体现医

疗机构对于一体化与标准化采血与检验流程的重要

性$虽然不同的科室照护有不同疾病类型的患者#但

对于此标准化的采血与检验流程及后续影响的检验

数值准确度却不能因此而有所差异#方能对患者的照

护质量与安全有所保障$此外#医护人员的患者生化

血糖值与快速血糖值出现误差经验和血液标本抽取

部位'就职不同科室'专业层级这
0

项因素认知的影

响更强化上述一体化与标准化采血与检验流程的重

要性#而加强该意识的训练与教育更是相辅相成的重

要环节$虽然医院大多对于检验值的异常有通报的

机制#但是对于此机制所衍生的数据与代表的信息应

为医院所重视与有效的运用#可作为日后降低准确值

差异性及教育培训内容的参考依据$

由患者因素的认知程度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对于

患者接受手术与疾病对于血糖准确值的影响有较高

的认知#临床科室或可考虑将该科室可能影响血糖值

的疾病与手术方式做更紧密的血糖监测及更多的循

证支持$

环境因素认知中温度与湿度对血糖准确度的影

响可作为血液标本管理与员工培训的参考$此外#血

糖试纸相关因素对快速血糖值的影响更需进一步的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1

卷第
0,

期



探讨#尤其针对使用快速血糖监测患者血糖值的科

室#如快速血糖仪的差异'校正'保养及试纸的每日测

试'保存'环境影响等因素也需列入在日常照护常规

所需注意的事项$

有文献指出#临床血液标本采集的操作中#不同

护士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与临床护士缺乏血液

标本采集知识有关%

:,

&

$在医护人员影响因素的结果

中更凸显了专业知识及岗前教育对执行医嘱与正确

的采血方式的影响$因此#应增进专业知识并应涵盖

所有专业层级的医护人员的岗前培训与施行继续教

育策略与内容$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

:

"以单一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新生儿科'儿外科医护人员做样本#其结果的

外推性有所限制(!

$

"样本大多为护理人员#没有相同

样本数的医生与检验室人员的相关比较(!

0

"本研究

为横断面资料分析#无法控制与不同等级医院有关影

响医护人员认知的结构性或管理面因素$

在医院行政管理上#医院管理者应及时发现存在

的问题#规范操作流程%

:-

&

$标准化血液标本的存放时

间应有统一规范#并联结信息系统到监测血液标本抽

取时间#可避免放置过久的血液样本被检验而造成结

果上的误差$在医护人员的教育认知方面#加强血糖

检验相关知识#操作方法#血液标本采集与存放时间

的正确认知#并提高对检验值误差的警觉性#以确保

患者照护的安全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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