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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测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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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该地区学龄前儿童的血红蛋白"

-A

#水平!为生长发育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氰

化高铁血红蛋白法"

-BHX

#!分别对
2;2

名
/

!

+

岁儿童进行
-A

测定$结果
!

该地区学龄前儿童
-A

的医学参考值

为
2;

!

*:'

1

&

9

!男女童
-A

均值低于总体均数'贫血率与龋齿数呈正相关'走读制和农村儿童的
-A

值低于住宿制

和城区儿童'不同转化液测得的
-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BHX

法是测定
-A

较准确的方法'合

理的膳食和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

"关键词#

!

血红蛋白'

!

学龄前儿童'

!

贫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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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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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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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A

%是儿童生长发育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根

据该指标可以指导合理的营养方法#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现

将本地区实施居民健康档案时对县内各学校
/

!

+

岁学龄前儿

童的
-A

测定结果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对本地区各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中的
2;2

名
/

!

+

岁儿童进行测定#其中女
'*(

名#占
'*52+3

(男
(+'

名#占
(;5):3

)

$5/

!

检测方法
!

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

-BHX

%法#试剂为上海

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文齐液#批号为
/)*)**)*

)取指

尖末梢血
/)

#

9

加到
'79

文齐液中#按说明书要求放置一定

时间#用江苏姜堰市新康仪器厂生产的
ì $

)

型血红蛋白仪测

定#并在测定前用标准液校正好仪器)

/

!

结
!!

果

/5$

!

男女儿童
-A

比较
!

对
2;2

名儿童进行
-A

测定#

I

为

***5(

1

"

9

#

G

为
*/5)4

1

"

9

#

2'3

医学参考值范围为
2;

!

*:'

1

"

9

)本地区男女童均值显著低于总体水平$

!

%

)5)*

%#且男女

童之间的
-A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结果见表
*

)

表
*

!

某地学龄儿童
-A

的测定结果

性别
, I

$

1

"

9

%

G

$

1

"

9

%

2'3

医学参考值范围$

IhG

#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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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5' **5' ***5'h//5'

女
'*( ***5: */54 ***5: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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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不同保存方法
-A

测得值比较
!

随机从
2;2

名受检

儿童中抽出
*/)

名儿童分成两组#一组采用
-BHX

转化试剂避

光保存法#试剂先避光保存在棕色玻璃瓶内#测试前将试剂
'

79

准确加于试管内#并放置于特定的暗盒中#加入血液
/)

#

9

后
*'7B6

内测定
-A

值(对照组将
-BHX

转化试剂
'79

加到

试管中#从开始至加入血液测定结束#完全暴露在自然光源下#

*0

内测定#两组测得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果见

表
/

)

表
/

!

-BHX

转化试剂不同保存方法测得的
-A

保存方法

-BHX

试剂
,

测定时间
I

$

1

"

9

%

G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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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可信区间

$

I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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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光保存
4; *'7B6

内
**;5: :5*' **;5:h)5+(

未避光保存
'/ *0

内
*)/5' (5/: *)/5'h*5*4

/5'

!

农村和城区儿童
-A

比较
!

农村儿童
/*(

名#贫血$指

-A

低于
2;

1

"

9

者#以下同%

/;

名#占
*:5);3

(城区儿童$指县

城所在地的各单位*街道的儿童%

++'

名#贫血
((

名#占

'54;3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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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走读制与住宿制儿童
-A

比较
!

实行走读制的儿童共查

(;:

名#贫血
(+

名#占
25+:3

(查住宿制的儿童
')4

名#贫血
/'

名#占
(52(3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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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不同年龄儿童
-A

比较
!%

:

岁儿童共查
*/'

名#贫血
+

名#占
'543

(

:

!

+

岁儿童共查
;4(

名#贫血
4'

名#占
+5'/3

)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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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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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龋齿与
-A

的关系
!

经直线相关分析#贫血率与龋齿数

呈正相关$

@g: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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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

表
:

!

龋齿儿童的贫血情况

龋齿数$颗% 患龋齿人数$

,

% 贫血人数$

,

% 贫血率$

3

%

* 24 ** **5('

/ 4: + **5**

: +' ** *(54+

( (+ ; *+5)/

$

' :( *) /25(*

/5.

!

不同转化液测得的
-A

值分析
!

随机从受检儿童中抽出

:)

名分别用不同的转化液$均取
'5)79

转化液加
/)5)

#

9

指

尖血#混匀#在
*'7B6

内测定%检测其
-A

值#文齐液*都氏液*

松原液
:

种不同转化液测得的
-A

均值分别
**+5(

1

"

9

*

2+5/

1

"

9

*

**'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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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认为不同转化液测得的
-A

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Zg+5;'

#

!

%

)5)*

%#且除文齐液和松原液间测得的

-A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任何两种转化液间测得的

-A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并以都氏液测得的
-A

值偏低)

'

!

讨
!!

论

-BHX

法是由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推荐#并经世界卫

生组织确认为
-A

测定的标准方法#也是中国卫生部推荐的首

选方法,

*$/

-

)该法具有操作简便*结果稳定可靠*试剂易保存*

易于建立质控等优点#且设备简单#对于基层和大批量人群的

检查尤为适用)

本地区男女童
-A

值均低于正常的总体水平#但在无贫血

临床表现*没有影响造血功能疾病及无发热病灶而又查不出引

起低于正常值的具体原因时#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

%本地区

含有矿物质较多#可能由矿石中的放射性元素或某种物质引起

骨髓造血功能减少所致($

/

%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生活习惯不

同#引起机体的系列变化#导致机体的正常生理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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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与龋齿数呈正相关#这可能是儿童患龋齿后#吃食物

特别是一些质地较硬的食物#咬起来感到牙齿疼痛#就不愿意

仔细咀嚼#食物未能被淀粉酶等酶类充分消化#不利于吸收)

另外#龋齿与吃零食*酸性食物*甜食摄入过多等因素有关,

:

-

#

这些食物特别是小摊贩的零食所含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不

能合理搭配#也造成贫血)因此#要定期加强对儿童的营养指

导和健康教育#使之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应用含氟牙膏

漱口#增强乳牙的抗龋齿能力)

对农村和走读制贫血患儿追踪时发现其不按时进食#父母

供给幼儿新鲜蔬菜*奶类食物少#孩子喜欢吃零食且饮食不规

律)城区和住宿制的儿童#学校和父母根据幼儿发育快所需营

养成分多的特点#进行合理膳食#粗细搭配#吃零食*偏食的习

惯较少#每日还供给一定量豆类*奶类及新鲜绿色蔬菜)因此#

城区和住宿制儿童的
-A

均值较农村和走读制儿童高)学龄

前不同年龄组间儿童的
-A

值无差异#符合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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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患者实施术前访视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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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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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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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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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术前访视在手术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采用术前访视单分析统计患者对手术的紧张

恐惧感%与麻醉及手术的配合度%对手术室护理人员满意度
:

方面$结果
!

两组观察结果构成比较!观察组患者明

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

术前访视在增强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增强护士综合素质方面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

手术患者'

!

术前访视'

!

效果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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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医学模式和优质护理观念的启示下#手术室护士将

跨出封闭的手术间#走向病区#走进患者的内心#对患者进行系

统的术前访视工作#减轻患者对手术的焦虑和恐惧心理)使患

者能以最佳的心理状态更好地配合手术和麻醉)本研究通过

对手术患者实行术前访视工作#在减轻患者焦虑和恐惧心理*

提高麻醉和手术的配合程度等方面获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月
:*

日普外科*骨科

择期手术患者
/))

例#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文化程度!大专
*)

例#中专或高中
((

例#初中
**'

例#小学

/'

例#文盲
4

例#均无精神障碍和语言表达障碍病史)按单双

日手术进行分组#双日为访视组
*))

例#单日为对照组
*))

例#

两组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手术方式*手术类型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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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访视方法
!

对对照组实施常规访视#常规访视为常规术

前注意事项的指导)而对观察组实施术前访视内容如下!$

*

%

术前访视一般在手术前
*E

下午#根据接到的手术通知单由白

班护士到病房进行病例资料的收集#包括患者生命体征*相关

的辅助检查资料等)并向主管医生和主管护士了解患者的治

疗情况*术前准备*术中是否需要特殊的器材*特殊的检查等)

$

/

%访视者主动到病房与患者沟通#先作自我介绍#说明来访目

的)然后介绍手术的环境*温度#以及手术中仪器的噪音如心

电监护仪*电刀等发出的声音#请患者不必紧张)$

:

%然后介绍

手术的目的*方法及麻醉的方式#并介绍所需的时间*术中的感

受#使患者了解相关的知识#以便能更好地配合手术)$

(

%择期

手术常规术前
*/0

开始禁食#

40

开始禁饮#根据不同的手术

方式进行不同的饮食指导)$

'

%不同的手术部位*麻醉方式选

择的体位不同#术前需要指导患者反复练习#提高患者的耐受

力)$

4

%告知患者术前
*E

清洁皮肤#夜间保证充足的睡眠#术

日晨排空大小便#换上病员服#去除身上所有贵重物品及易松

脱的物品#如手表*项链*耳环*假牙等)卧床静候手术室人员

将其接到手术室)$

+

%通过术前访视#将患者的特殊情况反馈

给麻醉医生以供参考#并做好相关的交班工作)

$5/

!

方法
!

$

*

%通过对患者访视记录单的调查评估患者的心

理状态和其对护理人员满意度($

/

%通过术中巡回护士对手术

患者的观察反馈患者在手术中的配合情况#并进行统计)

$5'

!

观察项目
!

$

*

%对手术的紧张恐惧感($

/

%与手术*麻醉的

配合度($

:

%对护理人员满意度)

$51

!

统计学处理
!

P.PP*4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两组观察结果构成比较#观察组患者明显优于对照组
!

见

表
*

)

表
*

!

两组观察结果对比*

,

&

3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对手术紧张恐惧者
;

$

;

%

*2

$

*2

%

配合手术和麻醉
2:

$

2:

%

;*

$

;*

%

满意护理人员
2+

$

2+

%

2)

$

2)

%

'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手术的紧张恐惧感#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通过对患者进行环境*术前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的术

前访视#拉近了手术室护士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使患者对手术

室人员不再陌生#提高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减轻患者对手术顾

虑#消除其恐惧的心理#使患者以最佳的心理状态去接受手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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