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

应用跨文化护理提高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满意度

刘文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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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跨文化护理用于重症监护病房"

-)>

$患者的效果%方法
!

对
"&'

例
-)>

患者采用跨文化

护理!贯穿整个住院过程%结果
!

-)>

患者满意度有所提高%结论
!

应用跨文化护理可以提高
-)>

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

!

跨文化护理#

!

重症监护病房#

!

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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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

-)>

&是危重患者集中的场所#

-)>

的特殊

环境/管理制度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体验#往往

导致患者情绪异常#满意度下降*

!

+

)-跨文化护理.由
"&

世纪

$&

年代美国护理专家莱宁格$

XDFM8DLJD+DLJL

O

D*

&提出#旨在

根据护理对象的不同文化层次#提出各异的护理程序#以提供

有意义和有效的护理保健和服务*

"

+

)将跨文化护理贯穿于

-)>

患者的住院过程中#有助于提高
-)>

患者满意度#现总结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中心
-)>

护士
"0

名#年龄
""

#

'?

岁#

平均
"$#'

岁%学历本科
!A

名$在读
"

名&#大专
!"

名)

"&!&

年

!

#

A

月共收治患者
"&'

例#年龄
!$

#

("

岁)

$#/

!

方法

$#/#$

!

入院阶段

$#/#$#$

!

协助适应
-)>

环境
!

-)>

环境具有特殊性#患者往

往对其有恐惧心理)护士应评估患者的意识/病情/心理状态#

根据患者的需要为其介绍病室环境/主要仪器的作用及其意

义#消除患者对陌生环境的紧张感#协助其尽快适应
-)>

环

境#配合治疗)

$#/#$#/

!

-)>

制度的介绍与遵守
!

对于
-)>

的各项管理制

度#如医生与护士的职责/探视时间/查房时间等进行介绍#必

要时做好解释#如!大多数
-)>

患者及家属对探视制度/探视

时间存在疑问#无法理解#尤其是病情危重的患者家属#这就需

要医护人员耐心为其解释#告知限制探视时间的重要意义#并

且多加安慰#介绍
-)>

是医院最先进设备和最精湛医术的聚

集地#增加患者家属的信心和安全感)

$#/#$#'

!

帮助患者角色转换
!

面对突然而来的病情变化#患

者原来的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有了本质的改变#需要家属的支

持及医护人员的引导#从原来的社会角色转换成患者角色)只

有当患者角色确认了#患者才能积极地配合治疗)护士对不同

的患者应根据其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背

景等帮助其尽快转换角色#提高接受治疗的主动性)

$#/#/

!

住院阶段

$#/#/#$

!

个性化护理
!

!0AA

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和

内科学教授恩格尔$

.J

O

D8

&提出了应该用生物
1

心理
1

社会医学

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在护理评估中#应全面评估患者的自

然因素$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等&/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教

育程度/价值观/民族/信仰等&以及支持体系$家属理解配合程

度/经济能力等&#鼓励患者参与到护理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尊

重患者的习惯#重视患者的需求#体现个性化/人性化的护理#

使患者感到被尊重)

$#/#/#/

!

文化支持
!

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入院意味着自己

暴露于一个新的/不安全的环境#会产生过度的紧张)在这种

状况下#医院工作人员也许是他们惟一的信息来源#同时也是

他们重要的支持和安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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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各种解释工作时#注意专

业词汇的介绍#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交流上存在的差异)语言

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因此注意与患者交流时尽量通俗易

懂#避免患者对专业词汇一知半解#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及纠纷

隐患)

$#/#/#'

!

与家属有效沟通
!

-)>

患者病情危重#在复杂的医

疗技术环境和紧急情况下#家属经常替代患者充当决策者#他

们正确的理解显得至关重要*

?

+

)清晰的交流可以帮助家属对

患者的预后/诊断和治疗正确理解)在住院初期#家属需要更

多的是疾病本身以及医疗技术的信息支持)此时全体
-)>

工

作人员要做好病情的解释工作#但在解释过程中重视细节#避

免模糊/模棱两可/不统一的说法%中后期家属大多已对
-)>

环境/制度/病情等有所了解#此时-倾听.的作用较重要#

-)>

患者家属承受着巨大压力#护士通过-倾听.#及时疏导#可以减

轻患者家属心理压力#取得信任#建立和谐关系)

$#/#'

!

出院阶段

$#/#'#$

!

健康教育
!

重视出院健康指导#使患者有得到完整

的连续性照护的感觉)

$#/#'#/

!

满意度反馈
!

患者出院的满意度调查可以显示出住

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改进护理工作#进一步了解患者的

需求)

/

!

结
!!

果

患者满意度及护理质量得到提高#护理缺陷发生率低#无

一例护理-投诉.发生)

'

!

讨
!!

论

对护理而言#患者满意度是指其所期望的理想的护理和其

真正得到的护理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也就是说#患者的需求和

期望未得到满足#在
-)>

的经历可能会不满意)患者有着不

同的个性/态度和经历#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和信息让他们能确

定自己的处境和需求*

%

+

)将跨文化护理贯穿于
-)>

患者的住

院过程中#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等患者

的需求#对其提供个性化护理#满足甚至超出患者的期望#就可

以提高
-)>

患者满意度#从而减少
-)>

患者不良心理反应#构

建和谐的护患关系#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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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联合精密过滤输液器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王朝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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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留置针联合精密过滤输液器在脑卒中患者输液中的应用%方法
!

将
"&&

例脑卒中输液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普通输液器连接留置针!实验组采用精密过滤输液器连接留置针输液!观察两组输液

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留置针的留置时间%结果
!

实验组的输液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组!留置针留置时间明显长于对

照组%结论
!

留置针联合精密过滤输液器在脑卒中患者输液中避免多次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既保护了静脉又

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

!

脑卒中#

!

静脉留置针#

!

精密过滤输液器#

!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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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在脑卒中患者中应用广泛#可为长期输液且不

宜穿刺的脑卒中患者保护血管#减轻痛苦*

!

+

)在神经内科长期

输注脱水剂血管破坏率较高#以及中成药液中不溶性微粒增

多#普通输液器滤过孔径
!&

#

!%

"

:

#滤过效果降低#而精密过

滤输液器滤过孔径为
&#%

"

:

#其纳污能力强#过滤精度高)因

此#应用静脉留置针联合精密过滤输液器输液不仅有利于保护

患者血管#还延长了留置针留置时间)本科对
"&&

例脑卒中患

者分别采用留置针联合普通输液器和留置针联合精密过滤输

液器输液使用进行观察并比较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其中脑梗死
!%&

例#脑出血
%&

例)

"&&

例患者均

输入中成药和脱水剂治疗#脱水剂每天
"

#

?

次#脱水时间为
!

周以上#脑卒中患者输液均在半个月以上#静脉穿刺困难#因此

选用静脉留置针输液#穿刺部位$健侧肢体&!手背静脉/上肢前

臂内侧静脉/上肢前臂外侧静脉/下肢大隐静脉/足背静脉)

$#/

!

材料
!

留置针采用威海吉瑞#产品型号为
""U

/

"?U

)实

验组采用天津哈娜好牌的精密过滤输液器#对照组采用山东威

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输液器)

$#'

!

方法
!

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每

组
!&&

例#按照医嘱给予常规治疗和护理)两组患者均由经验

丰富/技术过硬的护士担当静脉留置针穿刺#静脉穿刺成功后#

对照组采用留置针连接普通输液器/实验组采用留置针连接精

密过滤输液器输液#两组患者在输入液体/药物及疗程等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输液过程中加强巡视#一周后

观察两组输液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留置针的留置时间)

/

!

结
!!

果

两组患者发生输液并发症见表
!

#两组患者留置针留置时

间比较见表
"

)从表中可见实验组输液并发症少于对照组#实

验组留置时间比对照组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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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输液并发症比较%

:

'

组别 渗液红肿 静脉炎

对照组
'! "$

实验组
!! !&

表
"

!

两组患者留置针留置时间比较

组别
:

留置时间$

M

&

! " ' ? % $ A

对照组
!&& '& %& "& & & & &

实验组
!&& & &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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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

静脉渗液红肿/静脉炎发生的原因
!

脑卒中患者输液以

脱水/降颅内压治疗为主#如甘露醇等)由于静脉留置针在静

脉内长时间留置#输入药物渗透压高#以及中成药物中微粒过

多#粒子异物引起血栓形成#造成局部堵塞和供血不足#组织缺

氧而产生水肿和炎症#形成血栓和静脉炎*

"

+

)

'#/

!

静脉留置针和精密过滤输液器的优点
!

静脉留置针针翼

柔软#便于固定)对烦躁不安的患者能避免药液外漏导致组织

肿胀坏死现象的发生)对于长期输液的患者#避免反复穿刺血

管减轻痛苦#有利于保护静脉血管#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精

密过滤输液器可提高输入液体的纯度和减少输液中微粒引起

的静脉炎的发生#延长留置针留置时间*

'1?

+最长时间达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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