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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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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

/5

急诊科'

:5

外科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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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K

文章编号$

*4+/$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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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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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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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手术*麻醉的配合程度上可以看出#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通过对手术体位*饮食的指导#使患者在手术和麻醉过程

中配合度提高#有利于手术和麻醉的顺利进行,

($+

-

)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明显增加)术前访视得到了

患者的肯定)在患者反馈中发现#被访视者
*))

例手术患者或

家属均了解术前访视的宣教内容#并认真执行#说明护士术前

访视已达到预定的效果)

总之#开展术前访视#减轻了手术患者由于手术治疗而带

来的负面影响#使患者在术前得到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多

层面的护理(同时#减少和避免了医疗纠纷(而且促进了手术室

护士临床专科理论和技能的提高#为手术室护士综合素质的提

高提供了机会#也为手术室护士的自身成长创造了条件,

;$2

-

)

但术前访视决不能流于形式#而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最

大限度地解决或满足患者需要的同时#为护士工作提供方便和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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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维生素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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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症的诊治体会

谢
!

柯"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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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加强对维生素
K

*

缺乏性疾病的认识!提高对维生素
K

*

缺乏性疾病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

选

取维生素
K

*

缺乏的成年患者
*:

例!入院给予维生素
K

*

及对症治疗$结果
!

该组病例均好转出院$结论
!

临床中

如遇到有多系统器官损害的病例时!应引起高度警惕!尽早予以维生素
K

*

治疗!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关键词#

!

维生素
K

*

缺乏'

!

脚气病'

!

成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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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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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维生素
K

*

缺乏性疾病的相关报道并不少见#但成

人维生素
K

*

缺乏所致相关疾病的临床报道相对不多#成人患

者发病时症状多较重#病情进展快#如不及时予以维生素
K

*

补

充治疗#可在短期内加重病情#甚至导致死亡,

*$:

-

)

/))2

!

/)**

年本院收治了
*:

例维生素
K

*

缺乏症成年患者#除
*

例以外#

其余
*/

例均为同一个地区集中居住的群发患者)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

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

!

4:

岁)单独

的
*

例表现为维生素
K

*

缺乏性脑病$

S>D6B!L>

脑病%#因胆囊

手术后#较长时间内饮食不佳所致#且长期有饮酒史(其余
*/

例均为某郊县山区集中居住生活的特殊人群$当时还有较多类

似该疾病的患者#因其症状稍轻未转入本院治疗%#既往身体均

健康#陆续出现恶心*呕吐*厌食*四肢麻木*无力*心动过速*胸

闷*心悸*心力衰竭*胸腹腔积液*心脏增大或临界增大*下肢水

肿等症状体征#病程
*

!

(

个月不等)

$5/

!

诊断标准
!

典型的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等多系

统症状的表现(有相应的营养缺乏史(经血液维生素
K

*

水平测

定*尿中克肌酐硫胺素排出量测定以及红细胞转酮酶活性$

V$

=̀ <

%测定等实验室检查(给予维生素
K

*

试验性治疗有明显

疗效等#可作出相应诊断)

/

!

结
!!

果

所有患者除给予相应的对症治疗以外#均给予维生素
K

*

治疗#

*))7

1

#

_

E

)所有患者在治疗
/

!

:E

后#症状开始有所

缓解#

'

!

;E

后症状均明显好转#心力衰竭症状减轻#水肿消

退#四肢乏力麻木好转#均取得满意效果)

'

!

讨
!!

论

对于维生素
K

*

缺乏的实验室诊断主要有
:

种检查方法)

$

*

%维生素
K

*

水平测定#全血维生素
K

*

%

()

#

1

"

9

提示缺乏)

$

/

%尿中克肌酐硫胺素排出量测定#是测定
/(0

尿中维生素
K

*

的排出量#是评价和诊断维生素
K

*

缺乏较好的指标#在临床上

比较实用#其排出量在
()

!

*))

#

1

是正常的#但实际操作比较

困难)$

:

%

V$=̀ <

测定#维生素
K

*

部分是以转酮酶的辅酶形

式存在于红细胞内#其缺乏会导致转酮酶活力下降#因此#

V$

=̀ <

测定是评价体内维生素
K

*

营养状态的有效指标#可以在

维生素
K

*

缺乏的临床症状出现之前作出诊断#其结果比较准

确和灵敏)但是#在临床中一方面因为此类疾病并不多见#故

很多医院都未能开展以上各项检查(另一方面#若怀疑此病立

即予以维生素
K

*

实验性治疗
*

!

/E

症状即会有所缓解,

($+

-

)

对于
S>D6B!L>

脑病患者#其影像学表现与临床症状结合

亦可诊断)磁共振成像$

WUM

%是诊断
S>D6B!L>

脑病的理想工

具)

WUM

检查发现患者的双侧丘脑和脑干有对称性病变#其

典型的改变为第三脑室和导水管周围有对称性长
=/

信号影#

而且乳头体萎缩被认为是急性
S>D6B!L>

脑病特征性神经病理

异常(而在
4

!

*/

个月以后的恢复期#增高的信号就会降低或

消失)

H=

扫描其重要的征象表现为!患者双侧丘脑和脑干有

低密度或高密度病变#也可见到乳头体密度改变#

/'3

的患者

导水管周围有低密度区#但
S>D6B!L>

脑病患者的
H=

扫描不

能提供特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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