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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患者血清中
'],

与
[N'

测定结果比较
!

以正常

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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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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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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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

'],

检测的异常

例数为
?8

例#异常率为
->L-U

#

[N'

检测的异常例数为
%#

例#异常率为
?%LRU

+

'],

敏感性高+

'

!

讨
!!

论

'],

是人体急性时相反应最主要,最敏感的标志物之一+

血清
'],

水平的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

*

#

所以其可作为许多疾病的一个非特异性早期诊断和鉴别的

指标+在
!

种妇科感染性疾病中#

'],

的检测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炎性疾病患者
'],

测定值远远高于

正常值上限#而非炎性疾病患者基本正常+盆腔炎与其他非炎

症性包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说明
'],

能较为明

确地诊断出炎性疾病与非炎性疾病+

在盆腔炎患者血
'],

与
[N'

计数中#

'],

异常率为

->L-U

#大于
[N'

异常率
?%LRU

#即
'],

敏感度较高+由于

[N'

个体差异较大#影响因素多#在炎症反应中不同个体可能

有不同的表现#有时甚至仍在正常范围内#而
'],

水平已明显

增高#此时
'],

的检测尤为重要#与
[N'

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因此
'],

的检测是妇科疾病诊断,鉴别等方面的良好临床指

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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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入院后进行的一套康复操训练!使患者尽早康复%方法
!

对特发

性脊柱侧弯患者除了术后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外!还配合做一套康复操!采用电话回访及一月$三月$六月复查的方

法!了解患者回家坚持锻炼情况%结果
!

##

例患者坚持康复锻炼良好!复查无并发症发生%结论
!

通过对患者入

院后进行的一套康复操训练!减轻患者住院期间的枯燥感!转移注意力!从而减轻对手术的焦虑与恐惧!还可拉近护

患关系%而且学会这套操对出院后的康复训练很有帮助!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做好围术期脊柱侧弯的康复护

理指导!对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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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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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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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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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脊柱侧弯是指原因不明的脊柱一个或数个节段在

冠状面上偏离身体中线向侧方弯曲#形成一个带有弧度的脊柱

畸形)

#

*

#通常还伴有脊柱的旋转和矢状面上后突或前突的增加

或减少#同时还有肋骨左右高低不平等,骨盆的旋转倾斜畸形

及椎旁的韧带和肌肉异常#它是一种症状或
Z

线体征+特发

性侧弯常见于儿童及青少年#它不仅造成体态畸形,腰背痛,行

动不便,心理负担重#更重要的是影响其心肺功能+因此#手术

矫形对本病具有重要意义#而做好围术期康复护理是保证手术

成功的必要条件+本科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的

##

例患者#除了术后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外#还配合做一套康

复操#效果良好#现介绍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年来本科就

诊的
##

例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

!

#"

岁#平

均
#!L?

岁#

'=FF

角
>Rm

!

##>m

+

$L/

!

术前康复指导
!

为让患者轻松住院#入院后即开始指导

做一套康复操#简单易学#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强化和完善

患者的支持系统#强调患者比较亲近的陪护人员一起参与#减

轻患者的紧张与恐惧心理+康复操的内容如下+第一节!隔墙

看戏+首先踮起脚尖#立起脚后跟#躯干拉直#脖子伸长#下巴

往上抬+这节操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后背

整个的肌肉拉直#相当于把脊柱拉直#做自我牵引+每天
!

次#

每次
#$3:G

+第二节!十点十分操+当两只手侧平举的时候#

在表针上为
-

!

#>

#这个时候各向上
>

个刻度#就变成了
#$

!

#$

+

每当手臂上来下去时#可摸一下自己颈部的肌肉#随着这个过

程#支撑脖子的肌肉能得到有效的锻炼+注意手一定放在自己

的两侧#往后张开+每天
!

次#每次做
!3:G

+第三节!头手对

抗操+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自己的枕后部#然后保持双眼平视前

方#颈椎是自然正常的位置#手向前用力#头向后用力#这样用

力,放松#一方面提高颈后肌肉的力量#一方面能促进颈后的血

液循环#对颈椎是非常好的保健动作+可以缓解肌肉的疲劳#

特别肌肉在做运动的时候#局部的血液循环量在加大#血液循

环量加大以后#局部的营养都会得到改善#这样可以远离一些

肌肉的损伤#保证疲劳以后产生的酸性物质#通过加大循环以

后都会消除+特别是伏案工作的人#每天
!

次#每次做
!3:G

+

第四节!旱地划船操+首先双脚叉开#两手前伸#挺胸塌腰向

前+这个时候假设两手握住船桨#两手向后划+这个动作看似

简单#但真正的技术要领#是在两手划起来的时候#后背肌肉要

使劲#向前伸时候放松#向后划时候用力#这节操可每天
!

次#

每次做
!3:G

#能有效解除后背疼痛+第五节!大雁飞+对于脊

柱侧弯的人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首先向前迈出半步#重心开始

移到前边腿上#两手侧平举#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复杂的动作

是两手向后飞起来#抬头看房顶#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的脊柱都参与运动了+这个动作左边做
!$6

#右边也做
!$6

#

交替做#这个动作对脊柱侧弯的患者#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对于术后康复操的完成#大部分可以在床上完成#尽量鼓

励患者做在能力范围内的章节#待可以下床时恢复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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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康复护理

$L'L$

!

生命体征的观察
!

是直接了解手术后一般情况的重要

指征#术后心电监护和低流量氧气吸入#保持呼吸道通畅#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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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醒者去枕平卧#头偏向一侧+因手术创伤大#出血量多#需

密切观察生命体征#防止低血容量性休克的发生#必要时建立

静脉双通道和输血+

$L'L/

!

脊髓神经功能的观察
!

特发性脊柱侧弯可能因为术中

脊髓神经牵拉或缺血导致神经功能障碍)

%

*

#术后应严密观察双

下肢的感觉运动情况#重视患者的主诉#观察踝泵运动#牵拉尿

管的反应等+如感觉异常或功能障碍应及时报告医师#特别是

术后
"B

内#以防止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如术后出现进行性加

重的感觉异常#使用脱水剂效果欠佳的#应考虑血肿压迫或植

骨块脱落压迫#尽早选择手术解除+

$L'L'

!

呼吸功能的观察
!

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术前均要进行

常规的肺功能检测#因脊柱的畸形造成胸腔容积的改变#手术

中的矫形又再次调整胸腔的容积#使患者的肺功能很难在短时

间内适应#术前指导患者做深呼吸,有效咳嗽和吹气球,爬楼梯

等锻炼#以增进肺活量#改善肺功能#尽可能减轻患者的术后不

适+深呼吸的方法!尽可能地吸气后#缩唇缓慢呼出#每天
!

次#每次
#>3:G

+有效咳嗽方法!尽可能地吸气后#用力爆发咳

嗽#咳嗽双手轻压腹部#术后可减轻伤口疼痛+

$L'L1

!

疼痛的观察
!

术后疼痛的原因很多#神经损伤与手术

创伤,血肿形成与感染,创伤瘢痕粘连与压迫,固定物固定不良

至松动,钉尾对周围软组织刺激引起的滑囊炎,术后纠正力线

不良所致的背肌劳损)

!

*等等#均可导致疼痛的发生+针对术后

疼痛#一般使用自控式镇痛$

,'/

%方法进行持续镇痛#同时合

并选用非甾体类镇痛药#减少药物并发症的发生+

$L'L2

!

术后康复一般指导
!

康复锻炼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

程#术后即可开始#掌握无痛翻身的方法#做双下肢肌肉等长收

缩及踝泵运动#上举双上肢#双手用力握拳,平卧时做立正体位

等等#

!@

后即可抬高床头#角度由小到大#防止腰部扭曲#角

度不超过
?>m

#两周拆线后即可佩戴支具在家人陪同下下床活

动#避免做躯体侧屈,扭转,弯腰的动作#活动强度循序渐进#避

免过劳+

/

!

结
!!

果

##

例患者掌握康复锻炼方法良好#平均纠正
!#m

#康复良

好#复查无并发症发生+

'

!

讨
!!

论

'L$

!

康复措施的实施
!

集体宣教模式和重点宣教模式#把同

一类病种的患者相对集中在同一病房#大家互相学习,借鉴和

鼓励+责任护士每天进行宣教#并检查康复训练落实效果#方

法是否正确,得当#是否按时完成#同时护士长在每天早晨查房

中重点检查+

'L/

!

出院康复指导
!

佩戴支具
!

!

"

个月#除沐浴和睡觉外其

他时间都应佩戴+要保持正确的走路姿势#加强营养及腹肌,

背肌的锻炼+搬取重物时减少身体的负重#抬物品或捡东西

时#尽量保持腰背部平直#以下蹲,屈膝的方式替代腰部#使物

品尽量靠近身体+上肢禁止提拉重物#不做前屈动作#减少脊

柱活动#预防脱钩或断棒)

?

*

+每
!

个月来院复查一次+每天坚

持做康复操#功能锻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持之以恒+

总之#脊柱侧弯的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持之以恒+

每天锻炼康复操#把康复锻炼操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从思想上

认真对待#对病情的康复有益无害#而且支具的佩戴必须正确,

规范+合理,有效的围术期康复护理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康复的

必要保证#应注意训练的方法和患者的配合#才能保证康复的

效果+本组
##

例患者#无并发症发生#而且纠正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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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院临床用血回顾分析

徐伟帆!陈海雁!杨志超"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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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本院临床用血现状!以便规范临床输血管理!提高临床合理用血水平%方法
!

对本院

%$$"

!

%$#$

年临床用血总量$人均用血量$成分血使用比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临床用血总量逐年上升!

%$$-

年

有所回落!

%$#$

年出现较大的升幅&人均用血量逐年下降&血浆的使用比例呈下降趋势!由
%$$"

年的
!RL"U

下降至

%$#$

年的
!%L"U

!红细胞$血小板$冷沉淀的使用比例有所增加!洗涤红细胞使用率低!未使用少白细胞红细胞等特

殊血液制品%结论
!

本院临床用血日趋规范!但仍存在输血适应证掌握不严$成分血使用比例不合理的问题!应引

起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临床合理用血水平%

"关键词#

!

临床输血&

!

回顾分析&

!

血液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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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输血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输血工作已纳入法

治管理范畴#卫生部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疗机构用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科学,合理,安全,节约用血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

关注+当前基层医院临床输血的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合

理的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不断地总结经验#加强管理#

以提高临床合理用血水平+为了解本院输血现状#现对
%$$"

!

%$#$

年临床输血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资料来源
!

根据本院
%$$"

!

%$#$

年临床输血记录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临床使用的血液成分由惠州市中心血站制备

和供给+

$L/

!

计算方法
!

按卫生部规定的血液制品单位和计算公式进

行计算#

%$$3)

全血分离制备的成分血液制品为
#7

#机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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